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学生群体对支付宝的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例 

谢雨婷 卞福妮 陶武强 

(景德镇陶瓷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第三方移动支付行业也保持高速发展。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日

益普及和功能的日臻完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客户群体迅速扩大,在校大学生已成为第三方支付的重要客户群体。本

报告运用问卷调查法,以景德镇陶瓷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样本,调查了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使用情况。根据调查结果

总结了大学生对支付宝的具体使用情况,分析了大学生在使用支付宝时存在的问题,及支付宝对大学生的影响,并分

别对大学生、高校、支付宝提出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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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日益为大众广泛使用,这逐渐打破传统的交易方式、实现了“无现金交易”、

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鉴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使用群体不断扩大,大学生也成了其中的重要一员,课题组选择景德镇陶

瓷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景德镇陶瓷大学在校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使用情况,透视支付宝对大学生消费行

为的影响并提出建议。 

1 第三方支付的典型代表——支付宝 

自 2009 年以来,第三方支付市场的交易规模以 50%以上的年均增速迅速扩大,截至 2018 年 11 月,支付宝月活用户已经超过

6.5亿,仍保持 50%以上的高速增长。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到“十二五”末,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将突破 25万亿元,到 2020年第

三方支付市场的交易规模有望突破 48万亿元。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第三方支付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

告》分析预计,到 2020年超过 27亿户。 

支付宝作为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始终致力于促进消费者支付方式的便利性,旗下的“支付宝”与“支付宝钱包”两

大品牌用户覆盖了 C2C、B2C 和 B2B 三大领域,支付宝以强大的技术和安全优势成为国内四大银行甚至是国际金融机构极为信任

的合作伙伴。支付宝提供的支付及理财服务遍及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2004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厂商。 

2 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使用情况调查设计及过程 

本文以线上、线下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景德镇陶瓷大学在校大学生的支付宝使用情况,调查共涵盖我校十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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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放到收回汇总共计两周。共收回有效问卷 359份,线上 226份,线下 133份。 

为使调查结果更全面、数据更客观真实,本次调查在设计问卷时,分别对线上、线下两种调查方式设计了不同的调查重点。

其中,线上调查主要侧重于:大学生选择支付宝的原因;每月消费金额及其来源;大学生对花呗等信贷产品的使用情况及影响;以

及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广泛使用对大学生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线下调查主要侧重于:大学生对花呗的使

用情况及还款资金来源;大学生对限制学生群体使用花呗等信贷产品的态度;在使用支付宝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学生对支付

宝的信任及满意程度等问题。 

3 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使用情况调查结果及分析 

3.1开始接触支付宝的时间及选择支付宝的原因 

如图 1 显示,53.1%和 36.73%的大学生在高中、大学时期开始接触支付宝,仅有 10.18%的大学生在初中时期就开始接触支付

宝。据调查得知,大学生选择支付宝作为其支付手段的主要原因为:支付宝操作便捷简单、多数商家使用支付宝作为其收款方式、

支付宝业务范围广泛、支付宝支付的交易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低等。 

 

图 1大学生接触支付宝时间饼状图 

3.2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及其消费支出水平 

如图 2显示,56.64%和 24.34%的大学生的生活费为 1000-1500元/月、1500-2000元/月,仅有 14.6%和 4.42%的大学生月生活

费为 1000元以下、2000元以上。见图 3,53.13%、22.66%及 16.41%的大学生每月可用于消费的金额分别为 1000-1500元、1500-2000

元和 2000元以上,仅 7.81%的大学生的每月可用于消费的金额是 1000元以下。可见,大部分的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及消费金额集

中于 1000-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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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大学生每月生活费数额饼状图 

 

图 3大学生每月可用于消费金额饼状图 

3.3大学生支付宝消费支出水平 

如图 4 显示,48.67%、22.57%和 20.8%的大学生每月通过支付宝消费 500-1000 元,100-500元,1000-1500 元,7.96%的大学生

每月通过支付宝消费的金额为 1500元以上。可见,支付宝在大学生的消费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学生每月通过支付宝消费的

金额主要集中于 500-1000元。 

 

图 4大学生每月通过支付宝消费金额饼状图 

3.4大学生支付宝的使用资金来源 

据调查结果显示,97.35%和 30.09%的大学生的资金来源为父母给予的生活费和兼职收入,极少部分大学生的资金来源是大学

生贷款、创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可见,大学生群体创收能力较低,资金收入来源单一,每月固定的生活费是大学生的主要资金来源。 

3.5大学生使用支付宝的功能情况 

由调查结果得知,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使用主要集中于资金往来(转账,红包,亲情号)、便民生活(充值中心,生活缴费,共享单

车)、第三方服务(淘票票电影,滴滴出行,饿了么外卖)、财富管理(余额宝,花呗)、教育公益(蚂蚁森林,蚂蚁庄园,爱心捐赠)、

购物娱乐(游戏中心,彩票,奖励金)等模块,其具体使用详细占比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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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大学生使用支付宝功能分布柱状图 

3.6大学生的花呗使用情况及偿还资金来源 

据本次调查得知,77.44%的大学生均使用过花呗,其中偿还花呗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下月生活费,少部分大学生会通过兼职获

得偿还资金,甚至有部分大学生会通过借钱的方式偿还花呗欠款。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收支不平衡与超前消费的现象,这催

生了部分大学生选择通过消费信贷(如支付宝的花呗)满足自身的超前消费欲望。 

3.7大学生网络消费中的支付宝使用情况 

据调查得知,过半数的大学生在网络消费时会选择支付宝付款,部分大学生选择支付宝或微信付款,极少部分大学生仅使用

微信或其他方式付款(如网银)。且若所选消费平台没有提供支付宝作为支付方式,大部分大学生甚至选择不在该平台继续消费。

可见,支付宝是大学生在网络消费的过程中使用最频繁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它作为一种消费结算方式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了不容

小觑的影响。 

3.8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信任程度及满意程度 

据调查结果得知,38.85%、54.65%的大学生认为支付宝的安全系数及其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系数非常高、比较高,仅有 6.47%

的大学生认为支付宝的安全系数及用户个人信息存在风险。如图 6、图 7 显示,9.29%、61.5%、26.99%的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信任

状态为非常信任、信任、一般信任,仅有 2.21%的大学生不信任支付宝平台。19.3%的大学生认为非常满意,69.03%的大学生认为

满意,仅 11.95%的大学生认为一般满意,不满意的为 0。 

 

图 6大学生对支付宝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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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大学生对支付宝的满意程度 

4 支付宝对大学生的影响 

随着支付宝的功能及服务不断发展创新,它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多,通过问卷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支付宝功能和服务的日臻完善及在线下商铺覆盖范围的普及,这虽然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消费及生活环境,但也

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造成了影响,大学生作为支付宝的重要使用群体,也深受影响。据本次调查得知,多数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不

会使用纸币付款,85.61%的大学生在消费时首选支付宝作为支付方式,若店家不支持支付宝付款,则有 38.05%的大学生会减少在

该店的消费,甚至有部分大学生会不在该店消费。可见,支付宝作为一种第三方消费结算方式,加速传统支付方式(纸币的使用)的

淘汰及消费模式由线下转向线上的速度,而且作为多数大学生的首选支付方式,已对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及选择产生不容小觑的影

响。 

(2)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广泛应用将消费者的可用资金进一步数字化,降低消费者消的交易敏感度,使消费者对

“钱”的概念日益模糊。据调查得知,87.59%的大学生表示支付宝等便捷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不仅降低了他们交易敏感度,还潜

移默化的增加了他们的消费次数及金额。可见,支付宝等便捷的支付方式增加大部分大学生消费次数及金额,使大学生愈加难以

规划自己的可用资金。 

(3)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信贷服务(如支付宝的花呗),进一步刺激大学生的消费欲望,甚至加剧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过度

消费乃至于透支消费的问题,也使更多的大学生愈发难以实现个人收支平衡。据调查得知,多数大学生的花呗偿还资金为下月生

活费,这使部分大学生陷入消费用花呗,生活费还花呗的恶性循环中,易使大学生形成不良消费习惯,增加校园生活压力。 

5 对策及建议 

5.1给大学生的建议 

5.1.1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理性对待消费欲望 

据调查得知,花呗等信贷产品的开发及普遍应用,虽然为大学生提供了应急资金,但也进一步刺激了大学生的消费欲望,且大

学生是一个资金创收能力较弱但消费需求较高的特殊群体,这导致部分大学生出现过度消费等问题。建议在校大学生合理使用花

呗等信贷产品,量入为出理性对待自己的消费需求,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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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科学有效地利用支付宝的功能及服务 

大学生使用支付宝提供的便民生活(充值中心,生活缴费,共享单车)、财富管理(余额宝,花呗,芝麻信用)、资金往来(转账,

红包,亲情号)、购物娱乐(游戏中心,彩票,奖励金)、教育公益(蚂蚁森林,蚂蚁庄园,爱心捐赠)、第三方服务(淘票票电影,滴滴

出行,饿了么外卖)等功能时,也应主动探索利用支付宝的其他功能及服务(如大学校园),科学高效利用支付宝等第三支付平台的

功能及服务。 

5.2给高校的建议 

(1)加强对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提高学生的消费安全意识。可增设线上宣传教育及线下教育活动,如线上在学校

新媒体宣传平台推出消费安全普及教育、线下举行与消费观念及消费安全有关的主题班会和专题讲座等。 

(2)增强对支付宝线下活动进入校园做宣传的审批与监管,避免不法分子利用支付宝的名声到高校里行骗,为学生的消费和

生活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 

5.3给支付宝的建议 

(1)完善售后服务功能(如客服)。虽然支付宝的功能和服务已十分完善,但仍有需要完善和改进的部分。据调查得知,多数学

生在使用支付宝的过程中均遇到过难以联系人工客服及交易速度存在延迟(提现与转账时)等问题,部分学生反映其使用支付宝

时曾出现过记录消费金额与实际消费金额不符的情况。建议支付宝进一步完善售后服务,增设人工客服,及时解决客户反馈。提

高交易速度(如提现转账)、并细化客户的消费账单准确记录消费资金。 

(2)加强对支付宝用户身份的审核和划分(如将用户根据其收入划分为学生、工作人员、高薪白领等),弹性设置用户可用花

呗额度,加强对大学生的额度管制。由调查结果得知,花呗等信贷服务的推出,助增了部分大学生的超前消费行为,当大学生的可

借贷资金和其实际经济实力出现较大偏差时,便会滋生诸多问题,如使部分没有能力还款的大学生产生不良信用记录,甚至促使

部分大学生走上校园贷的道路,这对支付宝和大学生都是不利的。 

(3)美化页面,减少诱导性较强的广告推送(如花呗使用红包等广告),在支付宝应用端内增设提示信息(如对付款时付款顺序

的变更的提示)。 

(4)在应用端增设线下活动公示页面,增加用户了解官方线下活动的渠道。据调查得知,有部分不法分子打着支付宝的名号进

入高校校园,举办虚假活动,而消费者常难以辨识活动的真假。因此建议支付宝在应用端增设线下活动公示页面,避免不法分子利

用支付宝的名声违法乱纪,伤害支付宝公司及用户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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