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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案例 1：低门槛，高利率——不良贷 

    大三学生小杨为了买游戏装备、充游戏币，几乎花光了自己一

个月的生活费，为难之际，刚好看到了卫生间里贴的借贷‚小广告‛。

经联系，对方只要求他提供身份证信息、辅导员和家长的手机号码，

签了一份类似借款的协议后，就借到了 8000 元钱，约定 2 周还清。

一周后，小杨便开始接到借贷平台的催款电话。‚借钱时没搞明白

‘一周 30个点’是什么意思‛，小杨说，此时他才弄明白，‚30

个点‛即一周利息 30%。从此，小杨每天都会接到催债电话，对方

还威胁，再不还就打电话给辅导员和家长，找他们要钱。小杨受不

了这种惊吓，只好向父母老实交代，立即把钱还了。借款 2周，本

息加各种手续费共还款 30000元。      

案例分析： 

不良‚校园贷‛常常采取虚假宣传、降低门槛、隐瞒实际资费

标准等不合规手段诱导学生过度消费或给学生带来恶意贷款。其

中，往往存在费率不明、贷款门槛低、审核不严、不文明的催收手

段、风险难控、易将风险转嫁给家庭等风险问题，大学生应多加以

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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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套路贷 

学生张某某因爱面子抵不住诱惑，购买 iPhone手机、名牌包

等奢侈品，但因消费太大，资金不足，于 2017年 3 月 9 日，在好

友李的诱惑下向一个借贷公司借款 1.5万元，约定一个星期归还，

本息一起还款 3.3 万。一星期后，张某某无法按时还钱，向借贷公

司申请延期还款。结果，两个月后，债务本息滚雪球一般增长了接

近 10 倍，叠加共欠 15 万未还（注：张某向放贷公司人员写欠条

15 万元，期间已还了 3万多）。 

案例分析： 

一些校园贷专门针对大学生提供借贷服务，然而，大学生没有

固定收入，常常无法按时还款。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使得

不少学生欠下巨额债款难以偿还。因此，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不过分追求‚高大上‛，不攀比，不盲从。 

 

 

案例 3：‚拆东墙补西墙‛——多头贷 

学生小李在某借贷平台借款 1.9万用于‚微商‛取货，结果货

从未到手上，所借款项悉数被骗。为了偿还借款，小李只好采用‚拆

东强补西墙‛的方式，不断找其他小贷公司贷款还债，一直到 2017

年 4 月，最终共欠 20 余家公司 40 多万的债务，而原始金额仅为

1.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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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大学生应抵制诱惑，慎重参加微商活动。‚多头贷‛的问题不

仅仅在于校园贷平台是否正规，也在于它极易产生巨额还款压力，

大学生应加强抵制不良‚校园贷‛。 

 

 

案例 4：受害者变作案者——传销贷 

去年 6月，小郑在朋友圈中看到同学小王发的一则消息：‚专

业办理大学生贷款，最快 48 小时放款，缺钱的同学请加下面的微

信……有惊喜……‛。 

当时，小郑马上跟小王联系，对方告诉他，只要提供身份证号、

手机号和辅导员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在 2 天之内得到 2000 元。小

王称他们是通过‚名校贷‛和‚优分期‛两个平台拿钱的，‚内部

有人‛可以屏蔽信息，不用还款，并且还能做代理人，每发展一个

同学就能得到 1000 元提成。在尝到甜头后，小郑一发不可收拾，

一共发展了 20 多个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下线，按照逐层提成的

方式，他一共获利 5 万余元。 

在 8 月底，他们突然收到贷款公司的催款电话，才意识到这场

贷款游戏是个骗局，最终抵不住催债压力报警。其中涉案 150余名

大学生，他们既是受害者却同时也是作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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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经警方查实，该类‚校园贷‛诈骗方式为：首先骗取大学生的

身份信息，待贷款下来后，再在‚校园贷‛网站上把学生的用户名

更改，学生无法登录便会对‚屏蔽贷款信息‛一说深信不疑，然后

协助一同作案，最终在不知情的条件下，被一步步带入陷阱。 

 

 

案例 5：不雅照片成为贷款筹码——裸条贷 

2017年暑假开始前，张某通过借贷宝平台拿到了 5000元借款，

双方约定利息为每月 20%，期限为一个月。在债主要求下，她还拍

摄了自己的手持身份证裸照和一段长达 5 分钟的不雅视频，拍完交

给了对方。 

9 月 26 日是张某最后的还款限期，债主早就声明，如果仍不

还钱，那些不雅视频和照片将连带着她的家庭、大学信息公布于学

校贴吧和其他社交平台上。于是，家里经济困难的张某不得已向同

学、老师借钱还清借款，但最终自己的照片信息仍被泄露，不断有

各种骚扰信息和电话，让她无法继续完成学业，只好休学回家。 

案例分析： 

‚裸贷‛主要是要挟借贷者以裸照或不雅视频作为贷款抵押的

证据，这往往给借贷者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致使借贷人不堪其扰而

采取极端做法，甚至自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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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校园贷”防范措施： 

1、树立科学的消费观，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不攀比，

不炫耀，不盲从，严防网贷受骗，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切勿将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借给

他人借款或购物，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当有危险或者被不法分子威胁时，

要学会用正当手段或者动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同时，需要及时告

知自己的父母或辅导员，向自己的家人或老师求助； 

4、多了解一些简单的金融常识如逾期滞纳金、违约金等；贷款需

通过正规手续、合法途径到银行去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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