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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管理的通知

渝府办〔2018〕21号

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近年来，我市按照国家有关部署和要求，不断加强高校在校学生网络借贷（指通过网

络订立借贷合同，以下简称网贷）监管和风险防范教育引导，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部分不良金融机构和平台针对高校在校学生违规开展“求职贷”“培训贷”“创

业贷”“回租贷”等业务，给高校校园安全和在校学生合法权益带来严重损害，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为切实保护高校在校学生合法权益，维护高校安全稳定，按照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高校不良网贷风

险防范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高校借贷准入监管

根据《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

通知》（银监发〔2017〕26号）及我市互联网金融风险和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要求，现阶

段一律暂停网贷信息中介机构开展高校在校学生网贷业务，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发放校园

贷；未经批准，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进入高校宣传推广信贷业务和为高校在校学生提供信

贷服务。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人行重庆营管部要督促有关机构严格遵守规定，建立识

别高校在校学生身份的工作机制，清理规范业务行为。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将违规开

展“校园贷”“求职贷”“培训贷”“创业贷”“回租贷”等行为纳入常规和专项检查重

要内容，加大整治力度。（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人行重庆营管部；责任单

位：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各高校）

为满足高校在校学生在消费、创业、培训等方面合理的信贷资金和金融服务需求，市

教委会同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等部门定期发布针对高校在校学生信贷服务的合法金融机

构目录。（牵头单位：市教委、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

二、加强高校不良网贷信息监测

建立高校不良网贷日常监测机制，市教委、市委网信办要分别统筹高校、高校所在地

区县（自治县）网信部门，将针对高校学生的网贷宣传信息、高校在校学生参与网贷舆情



等纳入监测和管控重点，加大监测力度。市工商局要加强广告日常监管，严禁发布针对高

校在校学生网贷的广告，对举报查实的校园网贷广告及时予以取缔。市公安局要及时掌握

利用网贷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牵头单位：市教委、市委网信办、市工商局、市公

安局；责任单位：各高校）

各高校要加强校园网贷信息监测，防止通过课堂、传单、微信朋友圈、微博、信息推

送、熟人推荐等形式吸引高校在校学生参与网贷，及时清理各类借贷广告讯息。要定期排

查和全面掌握高校在校学生参与网贷情况，每季度进行一次摸排，及时发现校园不良网贷

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对于监测和摸排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当地有关部门

和市教委。（牵头单位：市教委；责任单位：各高校）

三、加大高校不良网贷问题查处力度

对监测、摸排、举报、检查发现的高校不良网贷问题，市级有关部门要及时受理、及

时核查、及时处理。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人行

重庆营管部等监管机构要视情况采取督促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予以关闭或取缔等措施；对

外地网贷机构，市金融办要及时移送相关省（区、市）有部门处理。对涉嫌非法集资、非

法证券、非法期货和向高校在校学生通过虚增债务、故意违约、强立债权、暴力讨债等实

施“套路贷”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门要予以严厉打击。对经市级有关部门认定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的网贷机构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通信主管部门要及时依法处置，工商部门要

依法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人行重庆营管部、市公

安局；责任单位：市通信管理局、市工商局、市教委）

四、加强不良网贷风险警示和教育引导

市教委、各高校要加强对高校不良网贷的风险警示和教育引导工作。市教委要会同市

金融办、重庆银监局、人行重庆营管部、市公安局等积极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法制

教育进校园”等活动，及时发布高校不良网贷典型案例和预警。各高校要在学校官网醒目

位置、官方微信微博上播放《警惕非法“校园贷”》宣传视频，并在新生教育宣传和主题

班会等活动中集中播放；要在每学年秋季开学后一段时间内，集中开展防范不良网贷专项

宣传教育活动，向每一名学生发放网贷风险告知书并签字确认。要加强学生消费观教育，

引导学生理性、科学、适度消费，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错误观念。

（牵头单位：市教委；责任单位：各高校、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人行重庆营管部、市

公安局）

各高校要完善高校不良网贷摸排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通过信息员收集、大数据分

析、技术手段等，及时发现和掌握高校在校学生的异常消费情况、参与不良网贷信息、网



贷舆情和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现象等。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要按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市

教委报告，加强早期应对，坚决杜绝出现大的风险。高校发现在校学生参与不良网贷情

况，要及时告知学生家长，并会同学生家长及有关方面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对于发现的重

大事件，各高校要及时报告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市教委。（牵头单位：市教

委；责任单位：各高校、市公安局、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人行重庆营管部）

五、加强学生精准资助和帮扶援助

各高校要加强资助政策宣传，全面落实国家和我市学生资助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和措

施，确保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等基本需求。进一步健全能兼顾共性需求和个体差

异的资助体系，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筹集专项基金，满足学生临时性需求和拓展学习、

创新创业等发展性需求。要加强对参与不良网贷高校在校学生的帮扶，一人一档建立台

账，开展临时救助，解决和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对重点学生，要安排落实专门人员

关注和跟踪，及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切实防止出现学生因无力还贷而发生恶性事件。

（牵头单位：市教委；责任单位：各高校）

市级有关部门、各高校要高度重视高校不良网贷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明确分工，压实

职责，加强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要在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

构开展校园网贷业务整治的基础上，协同市级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杜绝网贷机

构发生高利放贷、暴力催收等严重危害学生安全的行为。市教委要加强对高校的督促、引

导和管理，对高校及市级有关部门通过监测、排查等发现的问题，组织定期研判，并依据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等工作机制处置。各高校要切实担负起教育

管理学生的主体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学校负总责、市级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管控体

系。对于因不良网贷引发恶性事件或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要追究有关部门、高校及相关

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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