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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消费让年轻人“穷忙”：

虚幻“富有”，助长消费“欲望”
“9 日还 3000 元的‘蚂蚁花呗’，

17 日还 2500 元的‘自如房租’，30 日

还 1500元的‘京东白条’。”在广州白

领姚薇的日历上，每月有 3个日子是

用红笔圈出来的。

尽管一个月的固定债务达到

7000元，但在刚刚过去的情人节，姚

薇还是送给男友一台价值 2000 元的

游戏机，“也是用信用卡透支的”。

对这个 90后而言，“超前消费”是

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基本上都是这

个月花光下个月的收入。”有时遇到不

理解的目光，她还会主动解释自己的

“消费观”，“开心最重要，现在借贷平

台那么多，先买完再慢慢还吧。”

开心归开心，姚薇也为“超前消

费”付出了代价———工作 3年，不仅没

有落下存款，反而欠下不少债。

伴随 80 后、90 后成为消费市场

主力，“这月买下月还”的消费方式已

然不是一件新鲜事。前不久，清华大学

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发布的

《2018 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显示，

截至 2018 年 10 月，我国消费金融规

模达到 8.45 万亿元。

这些期限通常不超过 1年的信贷

产品，主要用以购买日耗品、衣服、电

子产品和支付房租，而使用人群主体

无疑是热衷于“超前消费”的年轻群

体。

长期研究消费文化的兰州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晓程认为，在

西方消费文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经济

发展的多重因素影响下，青年表现出

超前消费、重视个人快感和体验等消

费文化新特征，“不在乎天长地久，只

在乎现在拥有”。

但对于过快增长的消费欲

望、鱼目混珠的借贷产品、不合理的营

销手段仍需给予更多关注，因为在“超

前消费”这件事上，“需要做风控的不

仅是借贷平台，还包括每一位消费

者。”

花钱变成数字“加减法”

在收到支付宝 2018 年年度账单

后，从事游戏行业的赵鑫着实被吓了

一跳。过去一年里，他在支付宝中的消

费达到 8万元，领先 96%的同龄人，在

218 次外卖的助攻下，饮食消费超过 2

万元位居榜首，交通出行、文教娱乐两

项紧随其后，总数也超过了 3 万元

……

还不包括在其他平台上的消费和

线下支出。”朋友圈里，赵鑫一边自嘲

已经实现了“账单式小康”，明明穷到

举步维艰，却在账单里活出月薪几万

元的风采。另一边也清楚自己税后

8000 元的月收入，很难支撑当下“奢

侈”的生活方式。

“至少 90%是通过‘蚂蚁花呗’支

付的。”和姚薇一样，赵鑫每月 9日都

要为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催缴

单”埋单，“我这就是个工资中转站，常

常是发完工资没焐热，就从我们老板

的口袋跑到了另一个老板的口袋。”

从大二开始，赵鑫就开通了“花

呗”业务。刚开始向商家展示付款码

时，他还有点难为情，觉得这是“没钱

的表现”。但现在，赵鑫早已对这种消

费方式习以为常，花呗额度也从最初

的 3000元上升到 1万元。

与此同时，赵鑫的消费观念也悄

然转变，“原本买个稍微贵重些的东

西，都要犹豫再三。可现在只要看对

眼，甭管多少钱都会下单。”

私底下，赵鑫分析过自己“冲动消

费”的原因。“大概是花呗的数额不像

是真实的钱，更像是一串数字的起起

落落。”他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正是

这种虚幻的“富有”，助长了他的消费

“欲望”，让他觉得多花 1000 元或少

花 1000 元，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还

不上钱时，会心疼由此产生的高额利

息。

但赵鑫仍然将花呗作为支付首

选，并开通了小额免密功能。在 90 后

群体中，作出同样选择的人数超过

1000万。根据支付宝 2017年发布的

《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在 1.7 亿的

90后中，有超过 4500 万开通了蚂蚁

花呗，并有接近四成的 90后用户将花

呗设为支付首选。

我的消费我做主？

借助花呗、借呗、白条等方式的超

前消费只是当下诸多消费观念中的一

种，但年轻人选择超前消费的理由却

各不相同。

就职于北京一家媒体的李甜就认

为“超前消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

己向亲朋好友借钱的尴尬。

“刚参加工作，实习工资仅能解决

温饱问题，但在北京的花销却很多，要

租房、买生活用品，还有同事朋友间的

人情往来。”摸着干瘪的钱包，李甜将

“超前消费”定义为保障个人生活的

“救命稻草”。

然而，随着岗位转正、工资上调，

李甜主动调低了自己的信用额度。“一

方面，担心自己忘记还款或不能及时

还款，让小钱滚成大钱；另一方面，是

想遏制自己花钱的欲望。”

与李甜的选择相反，浙江女孩张

馨月屡次上调了自己的信用额度，“用

贷款消费，将收入用于买定期、基金和

黄金。”在读研的 3年里，借助信用卡

投资理财的方式，张馨月攒了 6万元。

相比于李甜和张馨月在超前消费

中的从容淡定，大多年轻人仍然对“这

月买下月还”的消费方式，表现出过多

的依赖性，甚至产生了“自救式消费”

“账单式脱贫”的调侃。

大学生群体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艾瑞咨询公开发布的《2018 大学生消

费洞察报告》显示，大学生日常可支配

金额为每月 1405 元，其中非必要支

出达 593 元，主要用于个人社交娱乐、

零食饮料、鞋帽服饰以及护肤彩妆等；

提前消费意识强，50.7%的大学生使

用过分期产品。

还在读大三的张烁就时常为自己

的“超前消费”行为感到懊悔。去年“双

11”，她一夜之间花光了 2个月的生活

费。好不容易从“吃土”状态缓过来，又

因为美妆博主的一句“这个颜色好好

看呦”，一口气买下了几支口红。

就在年轻人为了好看的皮囊、有

趣的灵魂不断刷新消费额度的同时，

大家按时履约的能力却有所下滑。

在由支付宝和腾讯发布的两份数

据中，或许能够窥得一二。2017 年，支

付宝发布《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指

出，99%的 90 后能按时还款。但在今

年 1 月，腾讯发布的《2018 微信还款

年度账单》中，只有 61%的用户保持按

时还款的习惯。

甜蜜背后暗流涌动

不具备还款能力就会带来一定风

险。3年时间里，甘肃小伙王琪从一个

雄心勃勃的创业青年变成了被超前消

费“捆绑”的人，一度还因 7 张逾期信

用卡想到自杀。

“每天一睁眼就有 20多万元的债

务。”王琪告诉记者，2013 年，读大二

的他在朋友的建议下，办理了一张额

度 3000 元的信用卡。从基本花销到

投资生意，慢慢地，超前消费成为他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等到大

学毕业，他已经拥有 3张信用卡。

一开始，靠打时间差，信用卡成了

王琪的理财工具，他也钻研出一些提

高征信额度的小窍门，“每一张卡留

20%保底，增加使用频次，刷一些虚拟

的境外消费。”

但有些风险是未知的，2016 年

底，王琪创业失败。为了回本，他又陆

续办了 4张信用卡，通过套现，进行投

资。

然而，王琪的自信并没有带来好

运。信用卡资金链一度出现断裂，滞纳

金、利息、超限费以及信用记录上的不

良标记，让王琪的生活彻底“乱套”。最

困难的时候，他一天打 5份工，直到凌

晨两三点都睡不着。

“信用卡借此还彼确实有机可乘，

但大概只有 10%的人会在这样的风险

投资中获利。”一位从业 3年的金融中

介说，每个月，他会经手大约 300 单

的贷款业务，其中 70%的客户年龄在

25岁至 40岁之间。

而此时，为了满足年轻人迅速增

长的消费欲望以及超前消费的火热市

场，一些鱼目混珠的借贷产品开始出

现在市面上，并借助各种各样的营销

方式，渗透进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信用分 550，可以借 4 万元，

还 30天免息。”某借贷平台的广告中，

一名 20 岁左右的男孩挥舞手机向身

边的朋友炫耀。“哇，我信用分 600，能

借 10 万元呢！”另外一个年轻女孩子

看到自己的借款额度兴奋地跳了起

来，并邀请同行的朋友一起试试。

在不到 20分钟的时间里，记者就

在某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刷出 8种不同

借贷平台的广告，最多时，每 8条视频

里就有 1条是借贷广告。如果在这些

内容上稍作停留，系统会更积极地推

荐类似内容。

通过观察，记者也留意到，这些广

告有的甚至有多达 1 万的点赞量，但

普遍存活期很短，往往几天的时间就

会从平台上消失，转而被新的内容替

代。但它们的宣传口号，全都大同小

异，普遍声称只需身份证和手机号即

可提交贷款申请，最高贷款 20 万元，

有的还可提供最长 30 天免息，甚至 1

分钟就能完成申请，最快 3 分钟到

账。

每一个“甜点”背后
可能是欲望的深渊

既有超前消费的诸多诉求，又有

保障超前消费的金融平台，还有一点

即达的推广渠道。从表面看，当下社会

似乎打造了一个拥有强劲动能的消费

市场，而超前消费也为年轻人谋取了

发展“红利”。

可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在我国

由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之

中，年轻人的超前消费多少有些“畸

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社会给

予更多关注。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因其扩

大流量、获取用户的需求，往往会进行

强营销，高频率、高密度宣传。”北京大

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翠指出，

根据目前阶段正在进行的网贷平台核

查整顿，网贷平台的宣传至少不应对

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

作出保证性承诺，夸大或者片面宣传

投资理财产品，或是引用不真实、不准

确或未经核实的数据和资料，“最快到

账”“低息”等字眼涉嫌违规。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教师、执业律

师叶竹盛则将金融公司借助互联网平

台高频推送借贷平台的行为，比作诱

使年轻人沾染提前消费的“经济鸦

片”。

他表示，根据“信息瀑布效应”同

类信息轰炸的结果，会导致受众非理

性地接受这个信息，作出非理性的决

定。“法律并无明确禁止，但从社会责

任上讲，片面鼓动没有偿债能力的年

轻人借贷，是存在商业伦理问题的。”

但在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教授刘晓程看来，超前消费本身只是

一种消费形式，并非仅仅受到广告、公

关、传媒的影响，反而和社会的物质

层、制度层、观念层息息相关。“一些消

费陷阱的出现，正是物质层没有合适

的消费产品，制度层缺乏行之有效的

监管，而个人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

会中，做出能力以外的盲目追逐行为，

再加上外部环境鼓吹‘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得到一切’的错误观念综合影响

所致。”

他强调，青年群体正处于人生相

对不稳定阶段，如果一些商家追逐挖

掘“人性之欲”，通过心理学工具不断

唤醒“人性之恶”，激发消费欲望，就会

诱导公众形成不合理、不健康的消费

观念，并最终导致一些青年人陷入超

前消费、过度消费的追逐，导致诸如

“套路贷”问题出现，伤害个人信誉，造

成家庭关系破裂，使个人的学业、成长

受到影响。

至于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刘晓程

认为，社会应该给青年群体创造更多

消费升级的条件，并通过教育、告知的

方式，讲清楚超前消费的类型、边界、

以及过度消费可能产生的后果，让大

家能够在满足生存、服务发展和合理

享受之间找到个人消费体验上的一种

理性平衡。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个恩

惠背后，可能是欲望的深渊。”叶竹盛

同样提醒年轻人注意，超前消费表面

温情的背后，“一定是赤裸裸的资本逻

辑，年轻人在消费时一定要学会控制

风险，量入为出。”

据新华网

信用卡免费还款的大餐正在逐渐缩水。在微信对

信用卡还款全额收费之后，支付宝也将取消信用卡还款

免费的政策。21 日，支付宝官方微博发布“关于支付宝

信用卡还款服务规则调整”的公告。公告称，从 2019 年

3月 26日开始，个人用户在使用支付宝客户端的“信用

卡还款”功能时，支付宝将对超出 2000 元免费额度的

部分，收取 0.1%的服务费。

支付宝还信用卡 2000元以上将收费
支付宝表示，此次调整是因为信用卡还款服务的综

合经营成本上升而来，勉力支撑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但收费意味着需要有更高的服务水准，将以更多更好的

服务来回馈用户。

新规生效后，究竟如何收费？如果用户还款额在

2000元之内，还是免费。只有超出部分才会收取 0.1%

的服务费。以 3000元为例，减去 2000元的免费额度，

用户需要支付的服务费为 1000×0.1%=1 元。

支付宝调整信用卡还款的规则并非业界首例，微信

已经率先结束信用免费还款的福利。

2017 年 12月起，微信正式开始对用户的信用卡还

款业务进行收费，对每个自然月累计还款额超出 5000

元的部分按 0.1%进行收费(最低 0.1 元)，不超过 5000

元的部分仍然免费。到了 2018 年 8月，5000元免手续

费的额度也正式取消。

去年 8 月 1 日起，除微信理财通铂金、黄金会员以

及“爱定投计划”固定转入 500 元以上的用户可继续免

费之外，其余用户通过微信为信用卡还款每笔将按还款

金额的 0.1%收取手续费，不设置免费额度。

支付宝此次收费比例和微信相同，也是 0.1%，但是

支付宝为每位用户设置了 2000 元的免费额度，只针对

超出部分收取 0.1%的手续费，因此 2000 元以上，不管

还多少，支付宝都会比微信节省 2元服务费。

银行向第三方收取通道费
微信当时取消收费时也曾解释称，每一笔还款背后

都会产生支付通道手续费，为了使广大用户享受部分免

费的产品体验，腾讯财付通一直在投入成本进行手续费

补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支付宝和微信开始收费都是为

了平衡成本和可持续发展。因为银行向第三方机构都

要收取通道费用。即使现在收取千分之一的手续费，他

们也仍然要补贴大概万分之五的手续费。

这些成本一直都有，为何以前可以承受，现在承受

不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今年 1月截止的“支付机构

备付金集中存管”改革很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备付金补贴”没有了
所谓“备付金”是指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

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待付货币资金。这笔资金随

着客户数量和支付业务的扩大而扩大，并产生了巨大的

沉淀期的资金收益。以前，央行规定客户备付金的利息

归属为第三方支付公司。因此，客户备付金的利息收入

此前一直是不少支付机构的一大收入来源。但有一些

中小支付机构不能抵制诱惑，大胆挪用和占用客户备付

金引发不少风险事件。

于是央行改变了政策。根据现在的政策，包括支付

宝、财付通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应于今年 1月

14 日前撤销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支付机构备付金

将由央行接管，暂不计付利息。以前支付机构可以用这

部分利息补贴手续费成本，现在没有了。

腾讯 2018 年中期报告显示，受备付金集中交存比

例要求影响，支付服务提供商原先可获取利息收入的隔

夜现金结余减少，该事项持续对腾讯的支付服务收入并

在更大程度上对毛利率产生不利影响。

备付金新规带来的另一个不利影响就是降低了与

银行合作的议价能力。有业内人士表示，此前支付机构

选择备付金存管银行，议价能力很强。银行为争取支付

机构的存款，会在通道费上给出不小的让利幅度。如今

备付金统一收缴，支付机构无法再向银行贡献存款，银

行没有理由让利，通道费率很有可能上升，支付机构的

成本压力必然增加。 据《北京青年报》

记者 21日从商务部获悉，2018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

售额达到 1.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4%，全国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达到 2305 亿元，同比增长 33.8%，农村电商迅

猛发展。

电商已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当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说，由商务部指导，29 家

单位成立的中国电商扶贫联盟，帮扶对象覆盖 351 个

贫困县，推动企业为贫困地区农产品开展“三品一标”认

证，提升品牌化、标准化水平，促进农产品上行取得新进展。

据了解，商务部电商扶贫工作全面推进，2018 年，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新增 238 个国家级贫困县，

覆盖率达 88.6%。

农村网络零售火爆只是我国 2018 年网络零售的

特点之一。2018年我国网上零售额突破 9万亿元，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4%，对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5.2%，较上年提

升 7.3 个百分点。

2018 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还呈现出品质持续提

升、消费升级不断深化的特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

智能手表、智能音像、翻译机等智能产品受到消费者青

睐，同比增长超过 80%。化妆品、粮油食品和家具等品

类增速分别为 36.2%、33.8%和 30.1%。

据高峰介绍，2018 年，社交电商迅速成长，成市场

发展“生力军”，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社交电商月活

跃用户量达到 1.7 亿人。生活服务电商提质升级，2018

年在线餐饮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45%。“丝路电商”

合作不断深化，我国与柬埔寨、科威特、阿联酋、奥地利

等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100%。据新华网

央行取消“备付金补贴”
信用卡还款免费餐缩水了

2018 年我国农村网络
零售额 1.37 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