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1-10-15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XXYJB0911）。
作者简介：陶际恒（1970- ），男，四川万源人，法学副教授，硕士，长期从事社会学、政治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许多大学生放弃了学校的居住环境，到校外找

寻“自己的天空”。对于大学生校外租房问题，社会

各界争论不休，其观点分别为允许、禁止和限制。

笔者认为，虽然大学生大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对自己的居住地有选择权，但校外租房会带来

诸多的问题，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对学生校外租

房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采取切实可

行的措施，尽量减少学生校外租房现象。

一 大学生校外租房的现状
2004年至今，教育部先后发出一系列通知，要

求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通知精神归结起来就

是要“按班集体住宿”和“严格校外住宿审批”。

2004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

管理的通知》（教社政〔2004〕6号），通知要求：各高

校应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解决住宿问题，原则上不

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2005年教育部办

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

通知》（教社政厅〔2005〕4号），通知规定：原则上，有

条件的高校要进一步落实学生按班级住宿；尚有困

难的高校要创造条件，保证2005级新生按班级住

宿。对在校内宿舍和公寓安排确有困难，而须在校

外租房的学生，学校也要制定切实措施，加强教育

管理。2007年、2008年教育部办公厅分别下发了

《关于教育部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思

政厅〔2007〕4号）和《关于开展高校学生住宿管理情

况自查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08〕35号），都

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学生住宿管理工作，安排学生

在宿舍和公寓内按班集体住宿，原则上不允许学生

在校外租房居住。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住宿管理规定的

文件精神，绝大多数高校针对大学生校外租房出台

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然而三番五次的“禁租

令”，并没有削弱大学生校外租房趋势。目前，大学

生校外租房现象不仅在各高校普遍存在，而且有蔓

延之势。特别是每年的3月、7月和9月是大学生租

房最为活跃的时期，许多学生四处寻房，校园内外

以及网络上关于校外租房的小广告到处都是，校园

周边房源供不应求，不少地方甚至还出现“日租房、

钟点房”。

二 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原因
校外租房居住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等多方面、

多层次需要的反应，原因很复杂。但归纳起来，主

要有外部诱因和学生自身内部原因两个方面。

（一）外部诱因加速学生校外租房

1、校园周边环境的影响

受利益驱动，许多“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以及学

校周边居民区的居民瞄上了大学生这一特殊的消

费群体，从中看到了商机。有的居民将自家住房空

出的房间出租给学生，有的商人在学校周边买上几

套商品房，当起了专职房东。更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居民和商人确实“有经济头脑”，他们常常还经营

网吧、夜宵等，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此，更

是吸引了大批热衷上网、娱乐的学生到校外租房居

住。这样的校园周边环境，为大学生校外租房提供

了充分的客观条件，“校外租房热”也就成为一个经

久不衰的现象了。

2、学校宿舍硬件设施有限，管理制度严格

许多高校的学生宿舍住宿条件很差，居住人数

多为每间6人及以上，不带独立的卫生间和盥洗室，

而是每层楼公用一个或者两个，学生洗澡须到学校

的公共浴室，没有电视机，没有网线，许多学生感觉

生活极不方便，容易萌生校外租房的念头。

为加强宿舍管理，各高校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

制度，主要有晚归登记制度、卫生检查制度、违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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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查处制度、定时熄灯制度等，学生严重违反了规

章制度，要受到纪律处分。这些严格的管理制度，

使部分学生倍感压抑，走出宿舍、另觅“安乐窝”便

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3、父母决策的影响

现在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

对子女往往宠爱有加，对于子女的要求常常一呼百

应。许多学生对父母提出外出租房的请求时是以

学习为借口，而父母一般生活在外地，不了解子女

的实际情况，出于宠爱孩子的心情，很多父母都会

答应子女的请求并提供租房资金。父母的允许与

经济保障，更加坚定了学生校外租房的决心和勇

气。

4、学校政策执行不力使得学生“有机可乘”

个别高校扩招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现有的

学生宿舍无法满足全体学生住宿的要求，学生校外

租房居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学校后勤管理方

面的压力，因此在对待校外租房现象时往往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实际上没有执行教育部“禁租令”的规

定。部分高校虽然禁止学生校外租房，但对学生校

外租房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特别是缺乏相应的处

罚制度，出现了校外租房学生的“真空”管理，“禁租

令”对租房学生失去了实际约束力。部分高校的个

别辅导员没有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学生申请校外

租房的“特殊情况”不深入学生班级、寝室调查，只

见学生的申请和父母的承诺书便签字放行。总之，

“禁租令”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学生校外租房便

“有机可乘”。

（二）学生自己的原因是校外租房的决定性因

素

外部环境是学生校外租房的诱因，而学习、生

活的需求和观念的变化等自身原因才对学生校外

租房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1、营造爱的小窝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性解放思想充斥于社会，

对心理和生理刚刚成熟的大学生影响很大。大学

生谈恋爱甚至发生性行为在当今社会已不再是新

鲜事。这已经成为大学校园不可回避的事实。

2002 年《中国大学生》杂志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我

国沿海开放城市的高校学生有过同居、性体验行为

的竟高达60%，一些内地中小城市的高校学生有过

同居、性体验的也不低于20%。[1]另据北京日报调

查的资料显示，在校大学生校外租房的，恋人同居

占总数的44%。[2]

不少恋爱期间的男女学生很想寻找家庭的感

觉，过一过两人世界的生活, 经常出双入对，买菜做

饭，类似已婚夫妇一样筑起爱的小屋。但高校基本

上采取男女生分栋住宿以及实行男女生不互访制

度，事实上不允许这些“恋爱族”在学生集体宿舍里

营造自己的“二人世界”，就使恋人之间的交往受到

极大限制。为了恋爱自由而找一个世外桃源就成

为恋人最好的选择。现在租房同居过“小家家”的

人数越来越多，“日租房”、“钟点房”生意火爆也源

于此。

2、追求自由的空间

现在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

出生的，渴望自由、独立，但高校对学生的住宿大多

是按班级来进行分配和管理的，部分学生不喜欢被

管理，学生宿舍到点关门、熄灯等管理措施和晚归

登记、卫生检查、违规电器查处等规章制度，对他们

来说难以忍受；部分被娇惯的学生，在家集万千宠

爱于一身，而在学校却要几人共处一室、共用卫生

间和电视等，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委屈；有的

在家从小就独居一室，生活优越，自理能力和自我

约束力较差，又比较自我，往往人际关系也不太好，

生活中经常和同学发生摩擦，甚至会出现吵架、斗

殴等现象；特别是对于没有住校经历的学生，当中

学到大学发生环境转变时，不适应集体生活，对住

集体宿舍不习惯，就到校外找自己“独立的空间”。

以上这些原因导致部分学生到校外租房，选择了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方式。[3]

3、学习备考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为了让自己在未来的竞

争中先发制人，许多大学生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就

业竞争力，或准备考研、考托，或准备计算机、外语

等级考试，或准备注册会计师、律师、物流师等职业

资格认证考试。但如在学校集体宿舍生活，自己的

作息时间要受到宿舍管理制度的约束，学习计划也

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为创造良好的学习备考环

境，部分人选择了校外租房。[4]

4、其他原因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提前成为“上

班一族”，其工作单位与学校往往相隔甚远，他们的

作息时间与舍友不同，为不影响其他同学，也为了

方便自己上班，往往到校外租房。部分学生为了自

由地玩电脑游戏、赌博，或者为了过生日、和朋友相

聚而到校外租房。个别学生存在着特殊的生活困

难，如神经衰弱，在学生集体宿舍里不能很好休息；

患肺结核、甲肝等传染性疾病，在学生集体宿舍居

住会影响他人的身心健康，不得不到校外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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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学生校外租房存在诸多问题
（一）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

为减少租金，大学生租住的住房一般都处在高

校附近的城郊结合部，而此段区域往往居民素质参

差不齐，三无人员出入频繁，管理秩序混乱，治安状

况差，学校无法管，警察无力管，有些地方甚至是管

理盲区。特别是“日租房”，同一把钥匙在不同的人

手中辗转。这些安全隐患严重威胁着学生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有的已经变成现实危害，校外租房学

生被盗、被抢等案件时有报道。同时，部分学生租

住的是民房，甚至是临时搭建的工棚，屋内灯光昏

暗，电路老化，对学生的人身和财产也是极大的安

全隐患。

（二）卫生条件堪忧

大学生租住的住房大都脏、乱、差，特别是混租

的住房，人员拥挤，卫生条件堪忧。而对于日租房

而言，人员流动量大、速度快，被褥、毛巾、脸盆等生

活用品频繁地跟不同的人“亲密接触”，卫生条件不

容乐观，容易导致病菌传播，而此病菌可能由租房

学生带到校园，在校园内蔓延、扩散、流行，影响到

其他学生的身体健康。

（三）以学习为幌子做不良行为

部分校外租房学生自制力差，玩游戏，赌博，看

色情VCD，精神颓废，不求上进，上课迟到、早退、逃

课成了家常便饭；部分学生校外租房是为方便同

居，时有因争风吃醋而打架斗殴、因失恋而寻死觅

活等事件发生；部分学生经受不住诱惑，误入传销

组织，加入“法轮功”，或者直接干起违法犯罪勾当；

甚至个别女生受金钱引诱，做起“三陪”来。

（四）封闭社交圈

校外租房的学生，由于脱离了集体生活，与大多

数同学很少进行交流和沟通，失去了人际交往和同

学情谊的培养机会。同时，由于“偏安一隅”，与师生

缺少交流，容易形成孤独内向和其它弱势性格。

（五）易形成自由散漫习气

大学生在校外租房，与班集体分离，信息不畅

通，不能参加许多集体活动，长此以往，会缺乏集体

生活体验，集体观念淡漠。同时，校外租房学生失

去集体宿舍统一管理制度的约束，享受着“自由自

在”的生活方式，会逐渐形成自由散漫的思想和行

为，助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5]

（六）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交费读书，昂贵的学

费、生活费等已经使不少的家庭喘不过气来，特别

是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村家庭更是难以应付。学生

外出租房的租金开支远高于学校住宿费，而租金一

般由父母直接提供，这无疑给他们的家庭再次增加

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七）增加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

高校学生宿舍不仅仅是学生休息的场所，也是

学生集中活动的场所，诸如讨论、政治学习等活动，

绝大多数情况是在宿舍中开展的。学生在校外租

房，居住的范围大、又比较分散，难以组织他们，学

校很多规章制度、重要通知都无法让其及时了解，

特别是不利于紧急动员，学生管理出现了“真空”，

大大增加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

四 减少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对策
（一）变堵为疏，引导学生回归校园

各高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尽量减少学生校外租

房，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租房势头有上升之势。

要从根本上解决校外租房问题，应该变堵为疏，引

导学生回归校园。为此，各高校要加强学生的安全

教育，通过校园网、宣传橱窗、海报、专题讲座等形

式正面教育，引导学生认识校外租房的危害性。同

时，学生管理部门、保卫部门要通过现实中的大量

真实案例进行反面教育，使学生心灵受到震撼，让

学生对校外租房产生厌恶感、惧怕感。通过正反两

方面教育，使得未租房学生不愿意到校外租房、已

租房学生主动搬回校园，这是解决校外租房问题的

根本方法。[6]

（二）营造浓厚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依恋校园

绝大多数大学生希望学到知识，增加才干，积

累社会经验。各高校应充分考虑学生的愿望，营造

良好的学习风气，丰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学

生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提供发展空间。如果校

园里经常出现教师的辅导、学长的切磋、同学间的

交流，形成春风化雨般的学习空气，人人都将见贤

思齐，图志策励；如果校园里经常开展演讲赛、辩论

赛、学术讲座，人人都将竞相参与，奋发向上。如果

是这样的话，学生将沐浴在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里，学习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依恋于校园，也

就能抵挡住校外租房的诱惑。

（三）改善生活环境，吸引学生在校内居住

1、改善住宿条件和管理模式。高校学生有不

同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学校应在改

善住宿条件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灵活地安

排住宿，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对于家庭困难的

学生，可安排在收费低廉的集体宿舍居住；对于经

济条件好的学生，可安排在收费较高的单人间、双

人间居住；学习备考的，可以安排在考研间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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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高校，可在学生宿舍里配送热水，安装电

话、电视、风扇、冰箱、网线和洗衣机；设立招待所，

以满足学生的生日聚会、亲友相聚等需求。在住宿

安排方面，甚至可搞兴趣组合，学习组合，老乡组

合，球迷组合，考研组合等。

2、改善饮食条件和经营模式。由于生活条件

的改善，绝大多数大学生在饮食方面不再仅为了添

饱肚子，而是要吃好，吃出健康，这也是部分大学生

校外租房的原因。为此，各高校食堂要引进市场竞

争机制，改善服务水平和饮食质量，树立学生是消

费者、是顾客、是上帝的观念，尽最大努力满足学生

的饮食需求。同时，食堂的经营模式应灵活多样，

可推出包餐、病号餐、民族餐等，以满足部分学生的

特殊需求。

改善住宿条件和饮食条件，建立人性化的住宿

管理模式和饮食经营模式，可容纳校外租房的诸多

优势，加之校园优良的学习氛围，学生便不会舍本

逐末地到校外租房。[7]

（四）严格把关，完善校外租房手续

为减少学生校外租房，各高校必须严格执行教

育部关于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各项规定，原则

上不允许学生校外租房，对于确需外出租房的学生

要严格把关，完善手续。首先，对于学生提出的校

外租房申请要严格限制。如重庆邮电大学同意外

出租房的情况仅限于患有慢性疾病或急性传染病

而在集体宿舍生活不便者、考研者、学校未提供住

宿或其它特殊情况者。其次，严格审批程序。学生

必须持有与房东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房东签署

的《安全保证书》和其家长签署的同意在校外租房

的书面意见，经主管部门同意和分管校（院）领导签

字同意后，方可校外租房。没有履行批准手续而私

自在校外租房的，按照学校的规定严肃处理。严格

把关，完善租房手续，可以阻截部分学生校外租房

的借口，可以遏制校外租房的汹涌之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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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College Students’Renting of Apartments Outside the Campus

TAO Ji-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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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n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give up the collectiv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bother to pursue“their own space”outside the campus. Then，issues of these students’safty，daily
control and all-round quality development have present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work of our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made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renting
apartments outside college campuse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 reduction of such a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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