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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pus network loan has been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he Dezhou three 

univers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oan consumption, analyze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family environment, peers,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 psychology o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loan consumption behavior, put forward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set up the correct consump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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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园网贷一直以来饱受争议，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德州市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网贷消费的现状，分析成长环

境中家庭环境、同伴影响、消费心理对大学生网贷消费行为的影响，针对性提出合理对策，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 
关键词：在校大学生,校园网贷,网贷消费,成长环境,正确消费观 
 

1.前言 

校园网贷一方面能够短时间内缓解大学生的消

费压力而被部分大学生所接受；另一方面，因为网贷

平台的“参差不齐”，使得“高利贷”、“裸贷”、“套路

贷”等恶性不良网络借贷事件不断出现，严重侵害着

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1]更直接影响甚至扭曲大学

生的消费观、人生观。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探究大学生

校园网贷表现并就其成因找到解决对策。 

 

 

2.德州市大学生网贷消费行为现状 

2.1 调查方法 

为了对德州市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网贷消费的

现状及相关情况进行研究，总结概括出成长环境对德

州市三所高校大学生网贷消费行为的影响，引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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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本文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问卷、

匿名作答的方式，对德州市高校发放问卷 30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296 份，有效回收率 98.6％ 。 

 

2.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德州市三所高校中大学一年级至四

年级、17 个学院在校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回收的

296 分问卷中，男生 160 人，占比 54.1%，女生 136

人，占比 45.9%；从调查对象的年级分布来看，大一

学生占比 37.4％ ，大二学生占比 32.6％ ，大三学生

占比 26.6％ ，大四学生由于毕业在即，或考研、或

在外实习、找工作等原因，参与较少，占 3.4%。 

2.3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德州市三

所大学在校大学生的网贷消费行为的基本情况；另一

方面是分析成长环境中家庭环境、同伴影响、消费心

理对大学生网贷消费的影响。 

2.4 调查结果 

2.4.1 德州市大学生网贷消费现状 

在 296 名调查对象中，73.5%的学生选择了“使

用过校园网贷，还会继续使用”，其中“花呗”、“京东

白条”这两款网贷平台使用率最高，“没用过，也不感

兴趣”的学生仅占 5.2%，这说明德州市三所高校中，

大多数学生认可“网贷消费”。从了解网贷的途径中

发现，58.3%的学生是通过“网络消息”了解，21%的

学生是经“同伴推荐”得知，深入了解后发现，使用

网贷消费的学生中受“同伴影响”的占比超过了 60%，

身边同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贷消费行为的发生。 

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学生网贷的数额在 3000 元

以下，42%的学生明确表示会在校园借贷时对自己的

还款能力进行深思熟虑；但是，仍然有 11%的学生表

示，在进行网贷消费时，从未考虑自己的还款能力就

进行校园网贷，这些学生中，低年级学生占比重较多。

在被问及“你是否觉得校园网贷靠谱”，仅有 20%的

学生认为，校园网贷可靠，18.6%的学生认为大学生

进行校园网贷是有益的。而学生之所以选择网贷消费，

多数认为网贷相较于其他借款方式的好处依次是方

便快捷、贷款金额灵活、还款时间灵活、无需做担保，
[2]最后是利息低或无息，这样更贴合大学生消费的需

求。 

2.4.2 成长环境中家庭环境、同伴影响、消费
心理对大学生网贷消费的影响 

2.4.2.1 家庭环境 

为了解调查样本的家庭情况对其校园网贷行为

是否存在影响，因此从家长的消费观念、教育情况和

家庭氛围等多方面进行调查，探究学生校园网贷行为

背后家庭环境的影响。 

表 1 家长是否引导你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是/否 样本量/人数 所占比例% 

是 237 80 

否 39 13.2 

不清楚 20 6.8 

通过表 1 可见，调查样本中 237 名学生家长引导

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占总比近 80%的比例。 

表 2 你的家庭氛围是偏向民主型还是权威型 

氛围类型 样本量/人数 所占比例% 

民主型 222 75 

权威型 49 16.6 

不知道 25 8.4 

通过表 2 可知，调查样本中有 222 名学生认为自

己的家庭氛围是民主型的，仅有 49 名，认为家中的

氛围是权威型的学生，占总比 16.6%。 

表 3 如果你正在进行或打算进行校园网贷，你

会主动告知父母吗？ 

会/不会主动 

样本量/人

数 所占比例% 

会 207 70 

不会 79 26.6 

不知道 10 3.4 

通过表 3 可知，调查样本中接近 70%的学生认为

自己如果有网贷的意向，会主动告知父母，仅有 26.6%

的学生认为自己不会告知父母。 

2.4.2.2 同伴影响 

表 4 你身边有同学进行借贷消费？ 

使用频率 样本量/人数 所占比例% 

较多 18 6 

有 88 30 

很少 74 25 

没有 44 15 

不了解 72 24 

通过表 4 可知，调查样本中占总比近 60%同学表

示身边同学进行过借贷消费，只是使用的频率不同。 

表 5 你好朋友的消费观念如何？ 

消费观念 样本量/人数 所占比例% 

理性消费 179 60.4 

非理性消费 47 16 

不清楚 70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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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5 可知，调查样本中占总比 60.4%的学生

认为自己好朋友的消费观念是理性消费观念. 

 

表 6 如果身边同学用网贷买到你心仪的贵重物

品，会促使你也这样做吗？ 

会/不会 样本量/人数 所占比例% 

会 30 10.1 

不会 213 72 

不知道 53 17.9 

通过表 6 可知，调查样本中占总比 72%的学生表

示自己不会因为身边同学借助网贷买到自己心仪的

贵重物品，从而进行校园网贷。 

2.4.2.3 消费心理 

为了解调查对象的消费心理是否是进行校园网

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从校园网贷的动机和消费

心理自评等方面进行调查。 

表 7 你使用校园网贷的动机是？ 

使用校园网贷的动机 

样本量/

人数 

所占

比

例% 

高端电子产品 36 12 

旅游、聚餐、恋爱等 45 15 

购买股票 26 9 

自主创业 20 7 

网络游戏、自播等虚拟花

费 35 12 

网课、兴趣班等提升课程 42 14 

购买衣服、化妆品等 47 16 

其他 33 11 

无 12 4 

通过表 7 可知，调查样本中学生进行校园网贷的

动机选择人数最多的依次是购买衣服、化妆品等；旅

游、聚餐、恋爱等交际娱乐；网课、兴趣班等提升课

程等，只有极少数人会因为购买股票、理财产品以及

自主创业而进行校园网贷。 

表 8 你有哪些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 样本量/人数 所占比例% 

享乐消费理念 96 32.5 

攀比消费理念 76 25.7 

超前消费理念 56 19.0 

从众消费理念 68 22.8 

通过表 8 可见，调查样本中学生的消费心理依次

是享乐消费、攀比消费、从众消费、超前消费，选择

前两种消费心理的学生人数最多，超过调查总人数的

一半以上。 

 

 

 

 

3.德州市大学生网贷消费行为产生的动机 

3.1 主观因素 

3.1.1 享乐、攀比心理 

目前，德州市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以“00”后为

主，进入大学校园后，大学生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从

手机、电脑到衣服、鞋子，从包包到化妆品，学生间

无形中都在攀比。部分学生为了跟同伴使用同样的

“高档物品”，不考虑自身家庭经济情况而进行购买，

只图享乐、攀比。[3]“受到同伴的刺激”，这一部分大

学生更容易产生攀比心理，甚至不惜网络借款购买远

远超过自身经济能力的东西。 

3.1.2 盲从、超前心理 

近年来，依托“抖音、快手”等 AAP，在网红直

播效应、“双 11”、 “618”等优惠购物节的催化下，

部分自控能力差的大学生产生盲从心理，化妆、旅游、

饮食跟着“抖音”走，喜欢就买、新潮就买，消费欲

望高于自己的经济能力时，部分大学生不考虑自身偿

还能力，盲目的选择各类网贷进行超前消费。所以，

大学生使用校园贷，更多的是因为日常学习生活之外

的消费太多，加上不能自我控制，只能借助校园网贷

填补消费缺口。 

3.1.3 缺乏安全意识 

由于大学生还未正式进入社会，身心发展不够成

熟，安全意识也不足，进行网贷消费行为时，既不考

虑自己还款能力，也不考虑所借贷款的借贷成本，以

及所借贷款平台的正规程度，更难以识别“校园贷”

合同中的不合理条款，从而导致了一些资质较差的贷

款平台钻空子，进入不良网贷平台的“陷阱”。[4] 

3.2 客观因素 

3.2.1 校园网贷的优势吸引 

校园网贷平台通过“零利息、无担保、放款快”

等口号吸引大学生的注意。一方面，手续简单便捷，

校园网贷只需学生提供身份证和家庭信息便可成功

借贷，申请程序简单，审核时间短，隔天就可放贷，

金额可大可小；另一方面，内部宣传，鼓动性强，校

园网贷抓住大学生消费欲望强烈而社会经验不足的

特点，以“低门槛、快速放款”等为诱导条件，在学

生遇到资金短缺又羞于向长辈求助时，通过大学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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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代理”，“近身”鼓动学生网贷，让大学生一步

步走入预设的泥潭陷阱。 

 

 

3.2.2 相关部门对网贷平台监管的缺失 

由于网贷平台准入审核的不完善，导致一些借贷

平台“良莠不齐”。为了快速发展校园网贷产品，争夺

客源，占据市场份额，一些借贷平台通常会以降低借

贷利率或者给出各种优惠措施来吸引客户，客户一旦

出现违约的情况，放贷公司就会露出“真面目”。有些

借贷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明码标价”出售借

款人的个人信息，严重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 

3.2.3 学校教育引导的缺位 

德州市三所高校在大学生消费观方面的教育以

及网贷导致严重后果的教育很少，而且形式上的理论

灌输不能让大学生对于网贷消费行为产生深切的危

机意识，也并没有对贷款违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

任何法律上的担忧。[5]然而，网贷逾期不仅导致个人

信用损失，而且由于平台参差不齐，这使得校园网贷

逾期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高校教育

引导的缺位，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消

费观、预防不良网贷消费的目的，各种不良网贷消费

问题时有发生。 

3.2.4 家庭错误消费观的纵容 

家庭环境对个人有着长远且深刻的影响，父母的

消费观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消费观。部分家长对“00”

后大学生的要求几乎都是尽可能的满足，也有部分学

生家长错把充足的生活费用和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

当作是对孩子的爱，缺乏对孩子的真正关心关爱，反

而养成了大学生花光用光、透支消费、超前消费的不

良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
[6]
这样当学生日常消费无法

得到满足时，某些学生就会产生网贷念头。 

4.德州市大学生网贷消费行为引导策略 

4.1 社会倡导适度的消费观，营造健康消费氛
围 

预防德州市大学生不良网贷消费，当今社会不仅

仅应该管制网贷平台，还应该在社会的整体消费观的

完善方面下功夫。 

首先，弘扬节俭美德，倡导节制有度的生活方式，

引导大学生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其次，倡导精

神消费，扩大文化服务消费，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

点，提升消费结构；最后，借助大众媒体，积极发挥

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理性的消费观念、科学的消费

观念，培育适度的消费观念，营造健康消费氛围。 

4.2 高校加强教育引导，培养正确消费观念 

德州市三所高校加强对大学生消费观、幸福观等

价值观教育，不仅能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个体

潜能，也是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大学应该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校园

中各种组织的作用，开展宣传“绿色消费、适度消费、

健康消费”的活动，打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提高大学生的消费质量，抑制大学生的不良消费行为；
[7]
加大对不良校园网贷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监管处

置机制，提高对不良校园网贷的监督检查，净化校园

环境，同时不断完善大学生奖助贷体系，以满足大学

生金融消费的实际需要。 

4.3 家庭节制有度，践行绿色消费理念 

家庭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学习的成长场所，家庭

供给是当前大学生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大学生的消费

水平和消费行为与其家庭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家长作为家庭中的长辈，要以身作则，重视精神

消费，杜绝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营造节制有度的家

庭消费氛围，引导孩子逐步养成勤检朴素的好习惯和

诚实正直的好品德；在日常生活中，家长注重培养大

学生的节俭美德，反对孩子的享乐性和攀比性消费行

为，教育他们学会理性消费，使其养成按需购买的消

费习惯。做到家校联合，共同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消费

观。 

4.4 大学生提高自控力，培养良好消费观 

首先，树立健康、绿色的消费观，不过度消费，

超前消费，不盲目攀比和跟风消费，提高自控力。其

次，利用课余时间，勤工助学，而不是一味向父母索

取或者通过校园网贷进行享受，与此同时加强自身素

质修养，不贪慕虚荣，不被物质横流的社会裹挟。最

后，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要轻信他人的甜言蜜语，

在日常生活中，当代大学生保护好个人信息，不随意

泄露个人信息，面对各种借贷产品，不盲目听信广告，

更不要被虚假的诱人条件所吸引，理性分析，提高警

惕意识。 

5.结论 

当代大学生群体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引

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成长

为社会发展、国家建设所需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首要任务。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是进入

社会、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正确消费观的形成对

其价值观的建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大学生消

费中存在着方方面面需要改进的问题，网贷消费问题

尤为突出。因此，社会、高校、家庭、大学生自身四

者共同努力，规范网贷平台，净化网络消费环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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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大学生理性面对网贷消费，养成正确、健康、绿色

的消费行为，促进大学生正确消费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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