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1 日 0 点后，天猫 2020 双 11 全球狂欢

季最终交易额锁定为4982亿元，京东累计下单金

额超过2715亿元……作为疫后最为大型消费节，

今年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的销售额均实现了创

纪录的增长。不断“飙新”的消费数据背后，过度

消费与不合理借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热议，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都被卷入了这股“负债人

生”的大潮，社会各界的忧虑感不断上升。“还呗”

提醒用户，不加节制的消费终究会被账单上醒目

的还款金额砸醒，不要等到还款的艰难时刻才去

后悔，合理消费、理性借贷才是正途。

今年突发的疫情就带来了活生生的例证，据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6 月30 日，

我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飙升，达到了

854亿人民币，这一数额超出十年前的十倍还多，

而逾期借款人中，90后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对于逾期的失信人群，自 2016 年开始，由

国家发改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相关机构，陆续出

台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

备忘录》等法律法规，明确并加强了对失信人群

的惩治。

据相关规定，失信人会被纳入征信体系，不

但会被限制购房、高消费、乘飞机、乘动车等经济

活动，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的权利也将受

到限制。藐视法律，拒不执行还款义务等情节严

重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但要加重赔偿，还

将被判处三至七年的有期徒刑。

事实上，年轻人从大肆消费到债台高筑，这不

光是自身问题，社会上诱导过度消费的声音、不良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鼓动，都是推手。这里，再次呼

吁年轻人，不要成为债务的奴隶、消费的“俘虏”，

要养成消费能力与收入能力相适应的观念，量入

为出才是健康的信贷使用方式。 ■ 杨晓春

提醒

失信已成为高危行为
谨防陷入财务危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不断在发

生改变，特别是在借贷平台飙升的当下，许多年轻人都被卷入到“负债人

生”的大潮当中。支付宝发布的《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中国近

1.7亿90后中，有6500万开通了花呗，也就是说每10个90后就有近4

个在用花呗消费。纵观当下，借贷已然成为了一个社会性问题，数据是

可以直观说明一切的。汇丰银行、海尔消费金融、融360的一份统计数

据再次炸开了锅，90后年轻一代负债率竟然高达1850%，在消费贷款

群体中占比43.48%，以贷养贷的用户比例达到了近三成，90后的人均

负债率已经达到了12万。

当前，使用上述信用消费工具及产品来超前消费在年轻群体中颇为

盛行，这种消费行为一方面满足了年轻人在某一特定阶段的消费欲望，另

一方面却因“先消费、后付款”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债备受社会争议。

数据显示，在中国年轻人中，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经超过八成，而

逾期贷款也在不断攀升。超前消费的年轻人长什么样？负债的背后

又是什么？消费贷款究竟给年轻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正视借贷

消费？带着种种问题，记者调查了那些借贷消费的年轻群体，尝试还

原真实的情况。 ■ 卓泳 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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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消费观念成浪潮 90后成为借贷消费的主力军

借贷消费调查 理性与欲望博弈

谁在借钱消费？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90后程俐(化名)在各大电

商平台上消费了3000多元，其中，过半的消费以白条、

花呗等支付工具来支付。程俐只是90后借贷消费大

军中的一员。“能用上信用消费的，我绝不用自己的

钱。”程俐说。在一次购物付款过程中，程俐发现，使用

花呗支付可以减免一定金额，抱着省点钱的心态，程俐

便尝试了一下。此后的每次购物支付，平台都默认为

使用花呗支付。“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就一直用下来

了。”每个月账单出来之后，程俐都会及时还清欠款，从

不逾期。“这样我既可以手上的现金做理财，又可以利

用消费分期满足购物需求，还不会产生欠账，何乐而不

为呢？”程俐说。

某高校读大三的刘光(化名)，也是一名消费贷用

户，他告诉记者，每当碰到自己想要但又消费不起的

东西，他都会使用消费贷分期购买。就在近期，出于

学习和工作的需要，刘光用消费贷给自己买了一台笔

记本电脑，“电脑要1万多，问家人要钱，他们肯定不

愿意给，干脆不开这个口了。”刘光告诉记者，因为不

需要一次性付款，所以在每个月还完1000多元的分

期费用之外，还能剩余几百元的生活费，而每个月做

家教的收入也可以用于还贷。“我在合理控制的范围

内提前使用一台电脑，感觉也挺好的。”刘光说。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

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已飙升至854亿元，

是10年前的10倍多，这些逾期借款人中，90后几乎占

了一半。也正因此，社会舆论对年轻消费群体超前消

费、负债累累颇有争议。

理性与欲望博弈
对于借贷消费，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而正是

理解上的差异，让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对程俐来说，频繁使用消费贷的主要动力在于：

第一，可以省下手头的现金来做理财；第二，可以积攒

平台的信用积分。“当你信用积分高了，就像银行的

VIP客户，能享受一些特权。”第三，这些电商平台的应

用场景之广泛，也是他们的消费贷产品能够大行其道

的重要原因。“我的支付信用高，租共享汽车、单车、充

电宝，都不用交押金，住酒店也有折扣。”程俐表示。

但是，消费贷开通方便，对消费者而言初期几乎

没有任何成本，想用钱唾手可得，在这巨大的诱惑面

前，并非人人都能理性看待。在豆瓣小组中，有一个

叫“负债者联盟”的小组上了热搜，这是上万名负债

的年轻人聚集地，在这里负债者们讲述自己的负债

之痛，打卡记录艰难的上岸之路。“看着身边的人拥

有我也想有，第一次尝试到超前消费的快感就停不

下来了。”小于是“负债者联盟”中的一员。他在帖子

里写道，借钱之前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有钱就花，

而且自我克制力不强，之前属于债多不愁，吃喝玩乐

一样没有落下，但如今债务已经高达近10万元，预计

需要花两年时间才能还清。

正视价值拥抱监管
借贷消费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已经非常普遍，但也受

到了社会文化的挑战，直到1927年，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才

普遍认可。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

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来缓解人们因为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

匀而导致消费力不平衡的问题。

但有观点认为，借钱用于创办事业、投入生产性活动中

的是“生产性借贷”，而用于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则是“消费性借

贷”。对此，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曾在他的著作《分期

付款销售的经济学》里提到，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

因为“消费也是生产”，没有什么只进不出的消费。在他看来，

表面上，一个人把钱用掉了，没有产出什么，但实际上，人的消

费开支也是一种生产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如果个

人住房舒适、开的车好、穿的正装潇洒，那么他工作会更卖力、

更勤奋，能做成的生意和创造的价值就会更多。此外，根据对

美国大量个人借贷消费数据的研究分析，负债消费会让消费

者变得更加有财务纪律、自律能力更强。

正视消费借贷自身价值的同时，还应该正视消费金融的

生态建设。“互联网平台作为支撑借贷消费的工具，需要更加

规范、强化风控。”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互联网平台

应更加精准地建立授信模型，比如授信的门槛、额度、期限、还

款周期、风险预案等，从而加强整个市场的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