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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问卷调查：六成大学生使用提前消费平台

买买衣衣服服与与社社交交成成透透支支消消费费主主因因

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布，统计局回应关切

下下阶阶段段物物价价还还能能保保持持温温和和上上涨涨态态势势
本报讯 7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公布，国民经济保持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
态势。进出口增长加速，就业完
成全年目标80%，物价温和上
涨，升级类消费较快增长，企业
利润增长较快。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刘爱华在回应“全年增长
6 .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能不
能实现”时表示，中国经济持续
平稳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转
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向好态势

也不会发生变化。
刘爱华表示，首先从供给

侧来看，今年以来转型升级势
头明显、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
推进下，供给质量明显提高，上
半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
到76 . 7%，同比上升了0 . 3个百
分点，这反映了市场供需的格
局更趋平衡，为需求潜力的释
放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再从需求侧来看，刘爱华指

出，不管是消费、投资，还是出口，
都有稳定增长的基础，经济稳定
增长的基础和支撑条件没有发生
变化：目前消费空间依然广阔，潜
力依然比较大，消费支撑条件也
是比较充足的。从上半年居民支
出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家
政支出增长30%以上，这都说明消
费升级态势仍然在持续。

从房地产投资方面看，从
先行指标，包括新开工面积、土
地购置面积这些指标来看，还

是能够支撑房地产开发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基础设施投资随
着政策的落实落地，下阶段也
有企稳的可能。所以，投资向好
的态势是有可能延续的，下半
年有可能呈现企稳向好。

出口方面，刘爱华表示，世
界工业生产目前表现比较稳
定，就业持续改善，总体复苏态
势仍在持续。所以，从这些方面
看，中国出口保持比较快的增
长也是有基础的。

刘爱华在回应“对于接下
来的物价水平有哪些前瞻”时
表示，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2 . 1%，比上月略微上升
了0 . 2个百分点，7月份核心价
格指数是1 . 9%，在2%以下，而
且与上月是持平的，应该讲总
体物价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
属于温和上涨的范围，总体上
来看，下阶段物价还是能够保
持温和上涨态势。

据中新社

葛延伸阅读

专家分析，网购平台上可
以分期付款的商品随处可见，
如此方便地先享受商品消费再
付钱，这实际上诱导了大学生去
扩大自己的消费需求，尤其是一
些生活费相对紧缺的大学生，一
些平台所提供的延期付款几乎
就打消了他们购物前的犹豫。

“我对一些相对正规的提
前消费方式的态度是不支持、
不鼓励、不反对。但互联网贷款
是绝对不能碰的。一些高校学
生背着父母借了几千块钱的网
贷，不仔细看合约条款，两个月
后欠人家几十万，最后还是父
母帮着还钱。看到这种新闻就
感觉很惋惜，本来几千块的事
情如果好好和父母商量，家长
未必不会答应，最后变成这样
一个结果。”山东财经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辅导员李晓丽说道。

对于有稳定收入的群体，
基于对自身收入的合理判断，
适度的超前消费并无不可，而
对于尚未有稳定收入的学生，
则需要警惕这种消费诱惑，消
费一定要适度，避免走入不可
控制的歧途。

李晓丽建议，“大学生没有
经济来源，有事一定要及时告
诉父母和老师，不要一时冲动
被蒙蔽双眼，学校和社会应该
引导和教育学生建立一个积极
的消费观，不要爱慕虚荣。”

本报记者 郭立伟

网网贷贷平平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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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习生 胡梦霞 王贵昕

透支下月生活费
半数人用蚂蚁花呗

调 查 问 卷 显 示 ，
61 . 76％的大学生使用过提
前 消 费 平 台 ，包 括 蚂 蚁 花
呗、京东白条、京东金条以
及网络贷款等，使用过蚂蚁
花呗的占51 . 47％。

大三学生小张参与了此
次问卷填写，“一般会在急用
钱而生活费又不太够时使用，
我一个月生活费在800元-
1200元之间，一般是足够用，
但有时到月底发现钱不够了，
这时候就会使用花呗之类
的。”小张最多一次是欠了花
呗300元，因为同学聚会等一
些社交活动聚在一起，小张只
能透支下个月的花费。虽然会
在月初就还掉预支款项，但是
新的一月开始后，小张大多数
时候还会用下个月的生活费
堵这个月的窟窿。

“支付时默认使用提前
消费平台”。山东财经大学
大二学生李大伟称自己并不
是在没钱的时候用提前消费
平 台 ，而 是 在 日 常 支 付 中

“随手使用”。因为好奇，李
大伟开通了某消费信贷产
品，“不分有钱没钱，能用的
时候就用。而且是把它当成

了一种支付方式，不会用来
买特定的东西，日常生活点
个外卖什么的经常使用。”

虽然月初还那么多钱“心
里有点痛”，这也刺激着李大
伟时刻警惕使用提前支付的
方式不要超过预算，“我觉得
提前支付无功无过，但需要保
持理性。”

提前消费买化妆品或是
电子产品是很多大学生的选
择。小庞在参与调查时说，“花
光生活费的时候，我还用它订
过外卖。第一个月用起来心里
感觉很爽，但是需要还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苦恼。不过还完
了，还想继续借，尝试一次就
会想尝试第二次、第三次。”

利用网络贷款
拆东墙补西墙

调查中记者发现，不少大
学生在提前消费过程中，会使
用一些网络贷款APP，利用其

“差价”增加个人收入，“拆东
墙补西墙”。

某省属高校的大学生小
陶，目前还需要还5个月的贷
款，他形容自己目前“负债累
累”。去年12月，小陶通过某网
络贷款APP贷款4700元，一个
月须要还500元，一年之后还
清本息共6000元。“其实利率
是很高的，我也是考虑了好久
才做出的决定，用这笔‘提前
消费’的钱来赚钱。”

去年10月，小陶得知一亲
戚需要一笔钱来周转资金，一
万元本金一年期，每月300元
利息，本金到期可以取回或继
续投资，他有点心动。而当时
小陶平日攒的生活费以及往
年存下来的压岁钱一共有
5300元的闲置，假如只用这
5300元的话利息会大大减少，
这时他动了网络贷款的念头。

“我考虑了两个月，风险
肯定都要考虑，如果我有一万
元，每月300元的利息是肯定
会拿到，但是我如何得到剩下
的4700元，就让我很头疼了，
而且担心被骗，得不偿失。”

他最后选择了一款小额
贷款平台，平常积累的芝麻信
用让他如愿以偿地贷到了
4700元。

小陶算了一笔账，“贷款
之后我每月可以拿到300元利
息，还贷款需要500元（本金+
利息），这样还差200元，这就
意味着我每月需要省吃俭用
从1200元的生活费里拿出200
元来还贷。但一年后，我虽然
为了还贷多拿出了2400元，但
是本金由原来的5300元变成
了一万元，我其实净赚了2300
元。”他表示5个月之后赚到的
钱会继续用来赚钱，买小部分
基金或是黄金，继续投资。

“这类‘提前消费’潜在的
危险很多，一不小心就会落入

‘网贷陷阱’，没有考虑全面一
定不要使用。”小陶说。

购买服饰和社交
是学生最大开销

“从大二的时候，我会把
每个月大部分的生活费加上
做兼职的工资合在一起放在
基金里，如果预留出的生活费
不够，我会用蚂蚁花呗在支付
宝口碑里点外卖，不能用花呗
支付的项目我会和同学先借
点之后等基金到期再还给他
们。”在山东财经大学读书的
大三学生史森明这样说道。

调查显示，驻济高校的大
学生，每月的消费水平在1000
元—1500元的占55 . 88%，1000
元以下的占25%，可见大部分
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在1500元以
下。90%以上的大学生经济来
源于父母。70 .59%的大学生生
活费仅能满足需要。除去伙食
费用，大学生开销最大的支出
是购买服饰和社交。

某省属高校的大学生王仲
和告诉记者，“总想着日后省吃
俭用，把省出来的钱用于还款
就行了，但大多数时候，欠的钱
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事
后逼不得已，王仲和还是向父
母求助，“现在网上一些大学生
贷款的负面新闻太多，家长也
是有所担忧，父母虽然偶尔会
有指责，但一般都会尽量满足
孩子的需要。”王仲和觉得，大
部分大学生，假如没有很强的
自控力，最好别使用提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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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提前消费平台的涌现，提前消费也成为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近日，记者向驻济高校500名
学生发放了关于提前消费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大学生有过提前消费的行为。专家认为，提前消费本不是

“洪水猛兽”，但大学生并无经济来源，各类提前消费平台铺天盖地，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学生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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