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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大学毕业已经两个月了，有个事提醒一下
仅金水区法院这些天就接到100多份起诉书，告大学生欠贷不还

上了银行黑名单一辈子都很麻烦
大学生毕业已经两个月了，助学贷款还贷状况不佳又成现实问题。记者昨日从金水区法院获悉，仅该

院目前就已接到银行起诉学生不还贷款的诉状100多份。法官说，从办案情况来看，其中有20人接到法院
传票后，就主动还款，或积极与银行联系重新订立还款计划，“这说明还是有部分大学生不是没有还款能
力，而是信用意识差”。对此，专业人士提醒，不及时还款，会被记入个人信用黑名单中，给以后的购房购车
或其他贷款等带来影响。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谭威

20%助学贷款有贷无还
“我们民二庭的法官都受理过不还助

学贷款的起诉状，目前，仅农行和建行就接
到 100 多份起诉状，涉及到多所高校的学
生。”金水区法院法官赵明华说。

在法官出示的一份起诉状中，记者看
到，大学生刘红（化名）与农业银行郑州市
行政区支行签订了助学借款合同及个人消
费担保借款合同，根据约定银行分两期向
大学生发放了助学贷款8000元，在履行过
程中，根据需要刘红实际借款 4000 元，期
限自 200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06 年 8 月 20
日。但 2005年至今刘红仍欠本金 2500元
及利息未归还。

“我们起诉的 31名学生，有 10人接到
法院传票后，都跟我们取得联系，先后把钱
还了。”王彪说。仅建行金水区支行目前已
给 2000 名的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还有
20%没有还贷。

这样的问题在其他银行也普遍存在。
2006年 6月，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
曾把清欠公告刊登在媒体上，黑名单涉及
郑州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以及原郑州工业大学等4所高
校的263名毕业生。

毕业工作后“忘记”还款
家是焦作的段瑞（化名），2001年考上

省内一所职业学校计算机系，2002年 9月
10 日，因家境贫寒申请助学贷款，农行借
9200 元学费，段瑞承诺 2004 年 12 月份还
4200元，2005年还5000元。

“但是我们自 2005 年 2 月 7 日，就开
始催款，前后催了 5 次，直到今年 4 月 25
日，她接到法院传票，才把贷款及利息结
清了。”赵明华法官说，段瑞还款后，农行
管城区支行 5 月 12 日向法院递交了撤诉
申请。

昨天下午，段瑞接到记者电话，对此解
释说：“其实，我是忘了，不记得还款时间，
也没接到催款通知，收到传票，我才想起来
了。”段瑞说，她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
作，都是在外打些零工，“这次还的款还向
亲戚借了一些”。

欠贷主要原因有三，恶意逃贷的占少数

如何尽量降低违约率，让学生放心申请
助学贷款？在金水区法院法官看来，要“疏堵
结合”。

首先，学校要加强对学生诚信、还款意识
的教育和培养，全社会形成讲诚信的氛围。

其次，银行能否提供还款提醒：如利息可
能需要一个月或一个季度还，有的学生并不
知情，认为一次性付清就行了。这时，如果银

行方面能够及时提醒，完全可以避免。
而对于毕业生来讲，贷款承诺或联系方

式等有变更，有义务及时通知银行。
当然，对于故意逃贷的学生，增加他的

违约成本。只要上了银行信用不良黑名
单，不管是购房购车，还是其他贷款，都要
受到影响，还会给自己的就业、创业带来不
利后果。

委员建议
对不还款大学生区别对待
“不还款的大学生应该不能都说是故意不

还，也应区别对待。”中原区政协委员程元国说，
对于恶意拖欠不还贷款的大学生，银行系统应
该出台相关的规定，严格约束他们，可以列入黑
名单中。“但是，也有因为就业后找不到工作，
家里有生病的，或者因为其他非主观意外的
原因，还是希望银行和法院继续给这些学生
以宽容心态，重新和他们签订个还款协议。”

上海高校以奖代“贷”
班级BBS提醒还款

上海体育学院的经验就值得借鉴。对于
可贷可不贷的学生，学校尽量给他们安排勤
工助学岗位以及奖助学金，以奖代“贷”。学
校里每个特困生都有勤工助学岗位，学校还
专门拨出经费成立“成才助学金”，今年新增
的“新生奖学金”，最高金额达两万元。

沪上不少高校也采取了类似体院的做
法，提供勤工助学岗位、新生奖学金等，都是
常见的“以奖代补”措施。

为敦促学生还贷，上海体育学院发给毕
业生家长一封告知书，写明应履行的还贷义
务。毕业生还会举行一个承诺仪式，签名承
诺自己将诚信做人。而在学生毕业后，学校
还会电话联系，或者通过班级BBS网络平台，
提醒他们还款。

大学生为什么会欠贷？在王彪看来，主
要原因有：

1.工作不理想，收入低，还不起；有些学生
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想还也还不上。

“我贷了1万元。”大学毕业才1年的小周
担忧地说，和银行签订合同时要求 4 年内还
清，他现在月收入 1500元，除去生活费、房租
等费用，所剩无几。

2.毕业生流动性大。借款的学生没有手

机，合同上留下的不少是学校宿舍电话。许
多学生毕业后就失去联系，而银行不可能一
个一个地上门催款。

3.契约意识、信用意识淡薄。为尽快拿
到钱，有些学生签协议时不看条款，误以为
助学贷款就是助学金，是国家给的补贴不
用还。

违约学生中，恶意逃贷的学生毕竟是少
数。

逾期不还款信用记录留污点

学生建议
可改为生源地银行提供贷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大部分助学贷
款的还贷期限为3年或4年，不少高校的学生
都希望还贷期限能适当延长。“有钱的话，谁
愿意背负‘欠债不还、不讲信誉’的罪名？”一
位大学生表示，毕业一两年，如果脚跟还未站
稳，自己的生存问题都没解决，还贷当然成了
难题。学生们普遍希望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当
前的就业形势，适当延长还贷期限。

郑州大学大三学生小齐认为由生源地银
行提供贷款，并负责收纳还款的做法很好，这
样的话，毕业后无需把钱寄回学校所在地的
银行，大大方便学生还款。 线索提供 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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