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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校园网贷问题的分析与探究 

——基于重庆部分高校大学生网络 

消费及网络信贷现状调查问卷 

徐莹
1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模式正在悄然改变,网络借贷兴起。众多类似 P2P的网络金融服

务平台业务迎合了部分大学生的消费需求。但大学生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承担借贷风险的能力,大学生网络平台借

贷存在诸多问题和隐患,也给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本文结合重庆部分高校的问卷调查以及

实证调查研究,梳理大学生网络借贷的问题与挑战,指出当前影响大学生网络借贷的消费心理学因素。旨在为政府部

门对大学生网络消费贷款的监管、引导学生合理消费、增强大学生的财经意识、加强学生诚信和风险教育提供具有

价值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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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网贷的概念 

近年来,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种叫校园贷的新兴名词,其原意为校园网贷,是指一些网络贷款平台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的

贷款业务。该业务的特点即是无需任何担保,无需任何资质,而只需通过手机操作,填写基本信息,即可获得几百、上千甚至几万

的贷款。在校大学生,虽然已是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但其仍处于学习阶段,收入来源单一,且基本来自父母等家庭资助,偿还能

力十分有限。因此,诸多关于校园网贷而引起的在校大学生因无法还贷而自杀、被勒索、被殴打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并且有越

演越烈的趋势。 

对此,政府也高度重视,教育部和中国银监会于 2016年 4月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

作的通知》。尽管从行政监管层面进行管理十分有必要,然而大学生的消费观、金钱观以及非理性借贷等问题值得高校教育者的

反思。因此,本论文基于重庆部分高校大学生网络消费及网络信贷现状的调查,本文尝试从经济行为学角度梳理相关理论与实证

研究,探究网络借贷影响消费决策的心理机制,旨在为政府部门对大学生网络消费贷款的监管、该市场内相关金融机构的经营发

展、引导学生合理消费、增强大学生的财经意识、加强学生诚信和风险教育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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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对象 

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的 844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网络调查,发放问卷 900份,收回 844份,有效样

本比例为 96%。其中男生 262 人,女生 582 人;来自农村的学生 552 人,城镇 292 人;大一新生 225 人,大二学生 211 人,大三学生

259人,大四毕业生 149人。 

2.2调查方法 

根据心理账户理论、对金钱的观念、网络借贷行为及内容等几个主要方面设计校园网贷问卷,包括了每月生活费、生活费来

源、网购频率、网购内容、全年网购金额、网络虚拟消费、网络付费和对裸贷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问卷分 5 个部分共 43 题,

第一部分: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网络购物;第三部分:网络虚拟消费;第四部分:网络分期付款;第五部分:网络借贷。正式调查

前抽取 1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预实验,信度、效度好。 

3 大学生网贷出现的问题 

3.1校园网贷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我们从需求端来分析一下,通过调研,从表 1看出重庆部分高校学生每月生活费主要集中在 600-2000元不等,这部分学

生占学生总人数的 90.04%,如果按照最低 600元每月计算,一天 20元的生活费的确偏低,有 7.82%的学生低于这个数额。通过表 2

看出,每月由父母出资的生活费占总生活费 60%以上的学生超过 75%,而每月生活费中完全由父母出资的比例还不到三分之一。由

此可以看出,的确有极少数学生存在资金上的困难和需求。这也从一方面印证了校园网络贷款存在的必然性。 

表 1重庆市部分高校学生每月生活费 

选项 小计 比例 

600元以下 66 7.82% 

600-1000元 466 55.21% 

1001-2000元 294 34.83% 

2000元以上 18 2.13% 

 

表 2每月生活费中属于父母出资的部分 

选项 小计 比例 

100% 260 30.81% 

60%-99% 379 44.91% 

1%-50% 166 19.67% 

0% 39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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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大学生网贷的心理问题 

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每月生活费水平越高,则网络虚拟消费意愿也就越强;但令人惊奇的是,生活费水平处于较低水平(600

元以下)的大学生的网络虚拟消费意愿比生活费水平处于正常水平(600-1000 元)的明显要高(除了付费音乐和社交软件打赏领

域),在部分领域,甚至比生活费水平处于较高水平(1001-2000 元)的大学生的消费意愿还要高。这是属于学生心理账户出现了问

题,收入与支出不匹配,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核算。此外,就是由于从众心理,导致随大流,尝试网贷,从而引发了过度消费。 

不过从调研结果总体上看,大学生网络虚拟消费占比与每月生活费水平是正相关的。 

3.3互联网金融 

社会快速发展,移动支付兴起。图 1表明,超过四成的大学生认为互联网消费模式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会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消

费模式;不到 30%的大学生认为这仅是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无法完全取代传统线下消费模式;还有近 30%的大学生认为无法判断,

有待进一步观察。 

 

图 1对互联网消费模式前景的认知 

4 大学生校园网贷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4.1双通道心理账户对大学生校园网贷行为的影响 

根据理查德⋅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其实资金也会被人们进行归类,在大脑中建立起不同的账户,从而影响、控制自己的消费

行为。在此基础上,由普瑞雷克和路文斯汀提出的“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认为,影响消费决策过程有两个通道:一个是在消费中

体验了快乐;另一个是付款时感到的疼痛。研究发现,现金支付的消费总金额和总次数均显著低于移动支付,而且在使用移动支付

时,疼痛感要比现金支付低。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讲,现金消费和借贷消费会被记入到不同的心理账户。在选择借贷消费时,可以

使学生体验消费的快乐,又避免了消费时的疼痛感。 

4.2有限理性理论对大学生校园网贷行为的影响 

有限理性是指的人的行为一方面是理性的,一方面这种理性是有限的。人们都存在有限理性,很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造

成。当信息不对称时,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就容易产生不理性行为。校园网贷平台打开了传统金融贷款行业的新局面。以操作

简单、审核迅速等为噱头诱使大学生入套,学生并不能了解其背后运作的真实性。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致使大学生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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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款以实现及时享乐的消费活动。加之人是过度自信的,学生在网络借贷时,对自己还款能力保持乐观心态,忽略了自身实际

支付能力,又因为自控能力差,从而产生超前消费行为。 

5 校园网贷问题的应对策略 

5.1加强对大学生校园网贷认知观念的引导 

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在网上借贷的金额并不高,但有过网贷经历的大学生已占比 1/5之多,且有 1/3以上的大学生明确表示

其周围有同学使用过网络借贷平台。在对待“裸贷”问题的态度上,近三成的大学生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不会选择“裸贷”行为,

这部分大学生很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裸贷”陷阱,说明部分大学生对“裸贷”行为存在认知错误或无意识。 

5.2加强对大学生的信用教育 

调查显示,大学生不会选择网贷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担心被骗、个人消费比较理性和担心信息泄漏三个方面,这说明大学生安

全意识和理性消费意识较强;但绝大部分大学生都没有关注个人信用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大学生要么没有意识到网贷可能带来

的个人信用问题,抑或根本不重视个人信用问题。 

5.3加强对大学生网络虚拟消费方面的教育引导 

以付费游戏、付费视频、付费音乐、付费邮箱、付费知识、直播打赏、社交平台内容打赏等为代表的网络虚拟消费已被大

学生群体所接受且在大学生群体中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日常的大学生教育引导工作中,一是教育大学生不能盲目的追求虚

荣与刺激,不能沉迷于网络游戏或各类直播平台中,更不能花大量现金购买游戏装备或者为心仪的男(女)主播打赏现金;二是在

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不能一味的追求服务体验,注册各类视频软件、音乐软件或社交平台的付费会员;三是对于网上的付费知识

根据实际需求购买,切忌纯“收藏式”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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