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放贷 坚决遏制洗钱犯罪

——非法金融放贷的危害及相关案例

校园贷：主要指那些采取虚假宣传、降低贷款门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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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不良校园贷往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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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代理人无资质等风险问题。

校园贷案例一

“爸，妈，我跳了，别给我收尸，太丢人。爸，妈，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这是 2016 年 3 月大学生小郑（化名）发给父母的最后一条短信，在发完这条短

信后他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迷上了网络赌球，小郑先后通过某借贷平台

共计借款 6万块钱，这笔钱利滚利，慢慢地小郑就无力还款了。虽然借贷平台宣

传贷款“无利息”，但其实他们巧立名目，偷换概念，将利息换成了所谓的手续

费、违约金、迟延履约金、保证金等，加在一起，高出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利率

的 10 倍、20 倍甚至更多。走投无路之下，小郑偷偷用同学的身份信息去贷款还

债。他先后用 28 名同学的身份证借钱，然而，这并没有缓解小郑的还贷压力。

同学陆续收到催款电话，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的身份信息被小郑用来贷款。

最终，欠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变成了 60 多万元。小郑不仅要偿还巨额贷

款，还面临着来自家庭和同学的压力。重压下，他最终以自杀来逃避。

这个案例是一个活生生的非法校园贷引发的惨案，正是由于非法校园贷的存

在，使小郑能够轻而易举获得贷款，从而无所顾忌的延续其网络赌球的恶习；正

是因为非法校园贷的高额利息，导致小郑难以还清贷款本息，只能从不同的平台



借钱，甚至偷偷用同学身份证借款，拆东墙补西墙，贷款雪球越滚越大；也正是

因为小郑对金融法律法规不了解，在遭遇非法高利贷时，不知道去寻求学校、公

安部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帮助，正当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致使自己无法承受

重压，选择自杀。

这个案例告诉广大学生，要远离网络赌博、远离非法校园贷，万一陷入非法

校园贷陷阱，要第一时间寻求学校、家长帮助，如遇到威胁、恐吓或暴力催收，

要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校园贷案例二

今年 3月 30 日，广东某学院学生谢某被广州一家公司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

为由，骗其签订 9920 元的两年期贷款合同。经查，该公司通过联系高校社团组

织负责人到学校内部举办免费职业指导讲座、招聘人员在校园周边派发调查问

卷、各种微信圈沙龙等方式，获取在校学生的电话、QQ 号码等联系方式。随后，

该公司安排员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学生做免费的测评，再以讲解测评

结果、提升就业创业能力为由，邀约学生到该公司。该公司指定指导老师对学生

开展“一对一”辅导，在明知学生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培训教育费用的情况下，该

公司以“蓝海计划”是官方支持项目（前 6个月免费，后期每月只需 700 元）、

公司介绍工作就业岗位（利用假期兼职可赚取还贷费用）、不满意培训可申请退

费等口头承诺，诱骗学生在公司内签订蓝海计划项目协议书、教育分期贷款双方

协议、教育分期还款计划等系列合同。

当前，一些非法校园贷机构为逃避监管，不断变换花样，更换马甲，抓住学

生思想单纯、社会经验不足、缺乏金融知识等特点，打着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等

名义，诱骗学生贷款，使学生深陷校园贷陷阱。



“套路贷”中有哪些套路？

套路一：“套路”广告招揽借款人。“套路贷”的借款人通常会通过拨打电

话、在微信群、微博等流量平台打出诱人广告，以无抵押迅速放款等名目吸引借

款人落入圈套。

套路二：签订“套路”合同、制造虚高流水。放贷方与被害人签订远高于实

际借款金额的借款合同，并在借款协议上设置不利条款。同时通过银行转账等方

式向借款人放款，形成银行流水与借款合同一致的证据。在借款到账后，有的放

款人刻意让被害人抱着提取的现金拍照留存，然后收回部分欠款，有些甚至是全

部收回，制造被害人已经取得虚增款项的假象。

套路三：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编造各种理由，随意认定违约，要求支付高

额违约金。在借款人主动要求还款时，放贷人以躲避、拒不收款等方式故意制造

违约事由，虚增被害人债务。

套路四：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借款人无力偿还下，放贷方介绍他方假冒“小

额贷款公司”与借款人签订新的更高额的虚高借款合同予以“平账”，导致借款

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多。

套路五：软硬兼施疯狂“索债”。放贷方会通过骚扰、威胁、恐吓、非法拘

禁等方式干扰借款人及亲属正常生活，甚至以虚假材料提起诉讼，主张所谓的合

法权益，向借款人施压，逼迫借款人还债。

套路贷案例



2016 年 3 月，被告人张凯、吴新胜、张超经合谋以敲诈勒索为目的，出资

成立江苏双顺投资有限公司，并约定非法获取的利益按出资比例分成。双顺公司

成立后，被告人张凯、吴新胜、张超为首要分子，又陆续招募其他被告人。2017

年 5 月，被告人张超与其他被告人散伙后，另行组织人员仍以双顺公司名义继续

从事犯罪活动。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间，上述被告人时分时合，在无锡市梁溪区佳福

大厦、财富大厦、无锡市新吴区哥伦布广场等地利用双顺公司的名义招揽生意。

与被害人签订“低门槛违约条件”、“高金额违约责任”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

汽车抵(质)押、房屋租赁等形式的借款合同。再以利息、手续费、“保证金”等

名目为由，使被害人实际借款到手金额远低于合同借款金额，同时按照合同借款

金额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尔后，被告人在被害人履行过程中故意编造“被害人汽

车上安装的跟踪 GPS 信号掉线”、“无故离开无锡”、“打电话不接”等理由，

单方面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或待被害人触发“低门槛违约条件”、“高金额违约

责任”后，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再以“扣车”、“上门骚扰”、“恐吓”、“殴

打”等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逼债，从中敲诈“保证金”、“违约金”获取

非法利益。

非法集资案例一：

作为普通大众，往往不熟悉股权转让的具体运作方式，这就给了非法集资者

可乘之机。他们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从事

非法股权转让活动，诱骗投资者上当受骗。



2008 年，王某伙同周某，利用其成立的上海凌龙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盛磐投资有限公司、福建金凌龙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等名义，虚构投资盈

利项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期间，王某伙同周某，捏造其经营的公司已通过内部关系取得中兵光电、大

元股份、大东南、铜陵有色、东方金钰、ST 中农等 A股非公开增发的股权，并

虚假承诺在短时期内以高回报率回购，后以签订认购书转让股权的方式向社会公

众募集资金，骗取公众的投资款。王某编造其控股的马来西亚善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DMC 公司即将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事实，后以短时期内支付 2至 5倍高额回

报为诱饵，骗取社会公众以购买原始股的方式进行投资，并将投资款非法占有。

通过上述欺骗手段，王某骗取 257 名被害人的巨额钱款，并将骗得的钱款分

别用于支付部分投资者回报、归还部分投资者欠款、购买房地产、收购公司股权

及挥霍等，另有大量资金去向不明。截至案发，王某向上述被害人骗取且无法归

还的款项共计 4.8 亿元。

非法集资案例二：

2007 年初，石某、吴某、杨某等人先后在武汉市、重庆市等地密谋，虚拟

网上电子基金，以传销方式销售该基金。他们编制“韩国利仁国际投资集团”网

站，虚构该公司海外背景、投资前景，并发布一系列关于“韩国利仁国际投资集

团”的虚假信息。其后以每股 360 元、每天 5%的高额返利为诱饵，以“发展成

员提成奖”、“中心领导奖”等鼓励投资者发展下线。

2007 年 2 月至 3月间，石某等人用化名、曾用名在宁夏、四川、湖北、重

庆等地通过他人发展投资者，以传销方式“拉人头”，销售“韩国利仁集团私募



基金”。截至 2007 年 5 月 25 日，共骗取人民币 1200 余万元。上述款项除返利、

提成 670 余万元外，其余被石某、吴某、杨某等人分赃并挥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