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由“校园贷”引发的“裸条贷款”
“暴力催收”等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为整治“校
园贷”监管部门再出重拳：现阶段一律暂停网
贷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

28 日，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
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网贷机构按期完成业
务整改，主动下线校园网贷相关业务产品，暂
停发布新的校园网贷业务标的， 有序清退校
园网贷业务待还余额。

前期整治效果欠佳
高门槛杜绝不正规

其实，对于“校园贷”乱象，监管部门从去
年就开始陆续整治， 当时的整治原则是分类
处置、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提供父母等第三方
担保等。 从整治情况来看，累计已有 65 家网
贷机构退出了校园市场。

不过，监管部门似乎对前期整治效果不太
满意。 尽管陆续有不少网贷机构退出校园市
场谋求转型， 但截至去年底， 仍有 100 多家
P2P 机构从事“校园贷”业务，“校园贷”规模
100 多亿元，网贷机构就占了一半，其余市场
份额被分期业务平台等其他机构瓜分。

之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提供
“校园贷”业务的机构比较复杂，包括一些没
有监管主体的民间机构，风险控制较为困难。

为此，监管部门明确表示，未经银行业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进入校园为
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可见，监管部门正在为校园贷业务确立更
高的准入门槛，将高利贷、线下贷款公司及一

些不正规的民间放贷机构挡在校园之外。

校园网贷新增不许有存量
业务要清退

在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的大背景下，《通
知》规定，现阶段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
大学生网贷业务， 针对存量业务需制定整改
计划，明确退出时间。

在监管部门看来， 互联网金融正处于专
项整治阶段，整治合格一家，备案一家。 整治
中的机构分类不太清晰， 不适宜让这些机构
拓展校园领域的新业务，以免风险加剧累积。

《通知》还规定，对拒不整改或超期未完
成整改的，要暂停其开展的全部网贷业务，依
法依规予以关闭或取缔， 存在其他严重违法
违规行为的，则移交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目前监管对于 P2P 的校园业务采取“暂
停”的做法，那未来是否还有放开的可能？ 对
此，监管部门表态称，要看未来校园贷市场的
发展和供给情况以及网贷机构的合规和自身
发展情况再说。

校园信贷开正门
银行“正规军”进驻

在校大学生的资金需求是真实客观存在
的，特别是在大学毕业求职时资金需求较多，
培训、差旅、着装都是求职期间的刚需。

因此，在堵歪门的同时需要开正门。 监管
部门明确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在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开发高校助学、培

训、消费、创业等金融产品，合理设置信贷额
度和利率，畅通正规、阳光的校园信贷服务渠
道。

就在《通知》发布的当天，就有多家银行
和消费金融公司表示， 已经面向在校大学生
推出了消费信贷服务：

中国银行推出“校园贷”，额度最高 8000
元；

建设银行推出“金蜜蜂校园快贷”，额度
从 1000元到 5万元不等；

招联消费金融公司推出“学生零零花”，
贷款额度最高达 5000元， 还可享受 2000 元
的免息优惠；

招行推出大学生闪电贷， 最多可以贷
8000元。

其实， 此前银行也曾将在校大学生视为
重要客群，各行信用卡曾一度在校园里“跑马
圈地”。 但因为学生往往欠缺还款能力，对资
金缺乏合理使用，给银行造成不少坏账。 在监
管要求下，银行逐渐退出了校园市场。

为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再次“入驻”校园，
监管部门有意将校园贷纳入银行关于普惠金
融的考核指标。 同时，要求银行合理设置信贷
额度和利率， 配以完善的校园贷风险管理制
度和风险预警机制。

在指标和任务的压力下， 银行或许可以
借助网贷平台此前探索的经验、积累的数据，
尝试与 P2P 开展合作， 共同研发校园领域的
新产品。

当然， 校园贷风险防范和治理是一项综合
工作，不能仅凭整顿校园贷市场。这还需要各高
校加强教育，做好第一道防线，提升学生理性消
费意识，帮助大学生们注重信用建设。 /新华社

针对全球多国再次遭受大规模 Petya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
出防护建议。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建议用户近期采
取积极的安全防范措施：不要轻易点击不明
附件，尤其是 rtg、doc 等格式文件；内网中
存在使用相同账号、密码情况的机器请尽快
修改密码，未开机的电脑请确认口令修改完
毕、补丁安装完成后再进行开机操作；更新
操作系统补丁（MS），禁用 WMI服务。

全球 27 日遭受新一轮勒索病毒攻击，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乌克兰切尔诺贝利
核设施辐射监测系统以及欧美等多国企业
纷纷中招。

与今年 5 月爆发的“永恒之蓝”勒索蠕
虫病毒类似，被袭击的设备被锁定，并索要
300美元比特币赎金。

多家网络安全机构监测分析发现，该病
毒与普通勒索病毒不同，其不会对电脑中的
每个文件都进行加密，而是通过加密硬盘驱
动器主文件表 （MFT）， 使主引导记录
（MBR）不可操作，通过占用物理磁盘上的
文件名，大小和位置的信息来限制对完整系
统的访问，从而让电脑无法启动，相较普通
勒索病毒对系统更具破坏性。

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看，这次攻击有很
强的定向性，所以欧洲感染较多，目前国内
感染量还很少，主要集中在与欧洲有联系的
机构，但考虑到定向性及以往病毒从境外向
境内扩散的规律看，未来国内传播还是存在
较高风险。 同时，该病毒会获取被攻击主机
的登录凭证尝试内网扩散， 需要提高警惕，
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新华社

监管部门出重拳:

网贷机构一律暂停“校园贷”
Petya勒索病毒来袭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提出防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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