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6
12·7
星期三

编
辑
宋
才
华

组
版
李

静

校
对
夏

君

真
相
调
查

中信银行合肥分行
成功召开“徽·印”贵金属新品发布会

为展现徽文化底蕴，打造区域特色名

片，中信银行合肥分行推出代销徽文化系

列贵金属产品，并于 12 月 3 日成功召开

“徽·印”新品发布会。中信银行合肥分行

李群行长助理，零售银行部李亚君副总经

理、金宇阳光公司徐志行总经理、产品设

计师及 150 名特邀贵宾客户参与此次发

布会。

中信银行合肥分行李群行长助理发

表致辞，与金宇阳光公司徐志行总经理共

同对新品进行揭幕。李行助表示“中信银

行作为国内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商业银行

之一，一直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打

造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和最佳客户体

验银行，合肥分行进驻安徽20年，始终坚

持惟诚待客的服务理念，以客为尊、追求

卓越。本次代销的贵金属系列藏品汇集

了黄山、徽派建筑、文房四宝等独具特色

的徽文化元素，致力于打造一系列艺术风

格清俊雅致的贵金属藏品。”

“徽·印”由足银和木质材质组合，整

体设计融合粉墙、瓦、马头墙以及层楼叠

院、高脊飞檐等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

基调，流畅干净的线条语言，充分展示徽

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金宇阳光公司产

品设计师石宏江先生现场介绍产品设计

思路及产品寓意，并就徽文化较其他地区

文化的区别及特点、产品特殊的文化传承

意义、设计理念等方面与现场媒体互动交

流。中国东方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台北

故宫书画院名誉院长兼客座教授王芳定

老师现场题字，赠送中信银行合肥分行

“徽·印”墨宝。现场嘉宾近距离观赏“徽·
印”产品，领略产品诠释的徽文化精髓。

本次发布的“徽·印”产品是一款兼顾

收藏与馈赠的贵金属艺术佳品，今后，中

信银行合肥分行将保持渠道优势，持续推

出富有文化内涵、具有投资收藏价值的贵

金属臻品，提供丰富多样的投资品种，满

足广大客户金融需求。

针对现如今弥漫在大学校园里的过
度消费、超前消费，导致学生陷入校园贷
的现象，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
授王云飞老师给出了分析和建议。

“大约10年前，网购以及可透支的信
用卡进入了大学校园，但是由于大学生
没有资产保障，也没有健全的金融保障
体系，很容易导致信用卡透支还不上款，
影响大学生的征信。后来信用卡退出了
大学校园，但学生的消费需求仍然存在，
社会上的小额贷款也存在着一些资金回
笼、投资风险等问题，于是他们把目标瞄
向了大学校园。”王云飞分析说道。

据王云飞了解，各大网贷平台及放贷
公司利用和诱导了大学生的消费欲望，利

用非法暴利的手段确保资本回收，“这其
中，既有大学生存在侥幸心理，进行非理
性消费的责任，也有金融信贷机构尚未建
立完善体系的责任，毕竟进行正常的银行
信贷相对困难多了。”王云飞说。

因此，王云飞建议，在校大学生应当
评估自己的还款能力和消费水平，理性消
费，“针对贫困的大学生，我们有专门的助
学贷款，对于创业的大学生，也有相应的
扶持政策。学生应尽量抑制过度的消费
欲望，谨慎对待各类借贷。”

另外，对于金融信贷机构，王云飞认
为，应当建立健全针对大学生的合理的
制度体系，以免影响大学生征信，在日后
的贷款、购房等环节上出现困难。

教育专家：大学生需评估自己的还款能力，理性消费

今年4月，教育部和银监会联合
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
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
包括“名校贷”在内的不少网贷平台
宣布退出校园市场，转向社会信贷。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名校贷”
等平台仍然只针对在校生，从注册、
验证身份到借款，必须是准确无误的
个人信息方能成功。那么，在校生的
信息究竟是如何被这些平台掌握
的？宣布退出校园市场的“名校贷”
们又为何继续针对大学生放贷？

记者日前拨打了中国银监会安
徽监管局的信访投诉电话，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银监会主管银行、
租赁公司、金融机构等，关于校园贷
网络平台的监管并不在管理名录
内。”据介绍，很多网贷平台的主体
机构都在外地甚至海外，并未与银
行挂钩，有人利用了不法手段和系
统漏洞，实施非法中介和诈骗。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校生身
份验证的体系目前只有学信网，而多
个网贷平台在输入了身份信息和学
校信息、入学年份后，便验证成功，则
是通过不法手段侵入平台，掌握了
学生信息。

“对于网络校园贷，最好的防范
方法就是不要去碰，并且
请在校生务必管理好自己
的个人信息，如身
份证、学生证等，以
防不法分子利用学
生信息实施高利贷
行为。”银监局相
关负责人提醒说。

落入校园贷陷阱、人身财产受到侵害
的大学生，往往因受到胁迫、恐吓而不敢
报警。对此，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的相
关负责人提醒：“小额贷款的月利息在两
分以上，就不受法律保护了。至于高额的
利息和手续费、暴力催债、‘裸条’曝光等
更涉及到诈骗、恐吓、人权侵犯，大学生不
可被对方的恐吓吓退，务必及时报警，否
则校园贷事件会恶性循环，难以终了。”

据该相关负责人介绍，不良校园贷
本身就是“见不得光”的，涉嫌非法放贷
和诱骗，即使放贷人在催债短信里扬言
要起诉借款人，也仅仅是恐吓，因为起诉
往往是无效的。据悉，针对在网络上非
法公布女大学生裸照的行为，公安部门
有专门的网监支队监管，照片一旦传上

网，便可以立即找到传播来源，进行快速
处理。

“在校学生报案的话，公安部门是必
须及时、优先处理的。除了在学校或者
户口所在地的分局报案，更好的方法是
通过及时向学校反映，联系上各个学校
指定的警员，不仅可以快速立案，还可以
保护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该负责人强
调，如果能有相同遭遇的两三个人一起
报案，那么涉及团体案件的处理速度更
快、力度更大。

“学生一旦遭遇不良的校园贷胁迫，
务必保存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录音等。
如果遭遇人身威胁、暴力催债等不及时
报警，那么只有通过挂失身份证、更换手
机号等方式躲避骚扰。”该负责人说道。

公安部门：遭遇高利贷陷阱或人权侵犯，及时报案

校园贷的高额手续费和利息是否受
法律保护？放贷人是否有权讨要高利部
分？如果合同没有明确规定逾期的后
果，学生是否可以拒绝付高额的本息？
日前，相关法律界人士接受了记者采访，
给出了解答。

“首先，合同是基于双方自由、真实
意思的表示，而校园贷问题中涉及的手
续费，如果不是借款方的真实意愿，即如
果不交手续费就贷不到款，那就涉嫌胁
迫，属于法律不能保护的范围。但根据
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学生能否充分举
证，证明手续费是受到对方的胁迫，这是

一个问题，学生往往容易落入圈套。”该
法律界人士解释说。

据介绍，贷款利息超过银行利息4倍
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并不否认借
款人签了协议后有还款义务，只是这个
义务不在法律的强迫性压力之下，“合理
范围的利息是要付的。”

“电子合同基本是有效的，而且双方肯
定会留有电子邮件的记录。至于合同没有
约定的部分，难以用法律回答，要靠个人诚
信等其他因素去解决。”该人士介绍说。另
外，据悉，如果网贷平台和银行合作，逾期之
后的确会影响征信记录。

法律专家：高额手续费涉嫌胁迫，高利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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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象 丛
生的校园贷究竟谁该负

责，由谁监管？面对线上线下诸
多的金融信贷平台，涉世未深的大学生

该如何辨别？面对暴力催债、“裸条”曝光
等手段，大学生又该如何维权？

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针对校
园贷的防范和监管问题咨询了相关部门和人
士了解到，该现象的产生并非一家之责，大
学生遭遇不良校园贷要及时诉诸学校
和公安，避免越陷越深。

▋见习记者 汪婷婷

银监会：
网贷平台主体多在外地
学生需保管好个人信息

校园贷乱象谁来监管？校园贷陷阱如何防范？相关部门提醒：

不良校园贷“见不得光”遇胁迫及时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