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着学生证、身份证和银行卡就能办贷款

2000多元的手机，还完月供得花近4000元

低门槛贷款消费不赚便宜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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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7日讯 (记者 赵
松刚 李小凯)信用卡透支以及
小额担保的分期付款支付业务
成为时下不少人购买数码产品
的一种新的方式，随着申贷门槛
不断降低，不少在校学生也加入
其中。连日来，记者调查了解到，
2011年末，潍坊一家小额贷款公
司在各大数码商超推出了一种
贷款购买数码产品的业务，不少
学生因为对小额贷款并不了解，

在贷款购机后发现自己吃了亏。
而家长们也对商家这种降低申
贷门槛引导学生超前消费的方
式感到不满。

就读于山东司法警察职业
学院的吴小倩于2012年6月份以
分期付款的形式购得一台大屏
联想手机。“当时一家电器商场
正搞活动，本来也没想买，看着
那种大屏手机还挺新鲜，我一个
学生也不可能一次性拿出2000

多元，商家说可以分期付款，每
个月300块钱，觉得还可以接受，
一心动就买了”，吴小倩说，“当
时向商家提供了学生证复印家
以及一张银行卡之后便被告知
贷款购机手续完成了，首付交了
五百块钱，以后分九个月付清，
每月26号从绑定的银行卡里划
走300块钱。”

2013年3月份，9个月的分期
付款结束，吴小倩终于不用每个

月除了电话费再另外支付300元
的贷款。“但这样算下来再加上
乱七八糟的利息什么的，我买这
台手机竟然花了近4000，当时也
没问清楚，商家也没跟我说还有
各种费用，现在才知道这样太亏
了。”吴小倩说。

“纯粹一时冲动，当时办理
分期购买了那款手机，期间有几
个月还不起款了，还偷偷撒谎问
家里人要钱还款，其余的也是从

生活费中挤出来”，除此之外吴
小倩还告诉记者，手机屏幕因为
不小心摔坏了，因为当时贷款购
机的时候商家没有开据全额的
发票，所以商家不负责保修。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营销手
段在商场中屡见不鲜，在签订合
约过程中，除了要登记学生的身
份证、家庭住址、父母联系方式
以外，还需要登记学生在读学
校、专业等信息。

商家：

分期消费

如今很流行

4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新
华路三联家电附近的一家小
型数码店内，据了解像这种小
型的数码店内在潍坊几乎后
可以提供分期购机业务。进入
店后，一个白色的小广告牌立
在柜台上，广告牌上介绍该店
可以提供购机分期付款业务，
而其申贷条件也非常简单，只
需满足在本地工作或在本地
上学并提供两证一卡 (学生
证、身份证、一张银行卡 )，贷
款金额为1000元至10000元。工
作人员介绍，这种分期付款业
务是由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作
担保。

随后，记者联系到这家小
额贷款公司负责分期业务的
一位销售代表，他告诉记者，
这种分期付款方式是2011年
开始在潍坊推行的，由他们公
司作担保，与银行签订贷款协
议然后放款给消费者，“贷款

额度比较小，适合一些上班族
以及一些在校大学生”。对于
申贷手续，该销售人员介绍，
除了提供一张常用银行卡(无
需信用卡 )外，还需提供身份
证，另学生申贷要提供学生
证。然后，申贷者在提供一位
家属联系方式并用银行卡支
付购机首付款之后，申贷程序
就算结束，“放贷后每个月会
从该银行卡中划走月供”。按
照4599元的一款智能机，该销
售代表给记者算了一下分期
付款明细，按照24期、18期、15

期、12期、9期付款，月供分别
为293元、341元、371元、451元、
554元。最后，该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时下这种分期消费的方
式非常流行，自3月25日至3月
31日，店内共办理完50余起分
期业务，而在这 5 0起业务当
中，潍坊高校大学生便占据了
10%还多。

家长：

商家诱导孩子

过渡消费

对于这种类似信用卡透
支的分期付款业务，因其吸引
了不少学生群体成为了“机
奴”，也引起了不少家长们的
诟病。吴小倩的母亲陈女士告
诉记者，她得知女儿分期购机
的事情之后有些惊讶，“一个
大学生买手机，怎么可能随随
便便就能申请贷款”。

“现在有房贷，有车贷，
谁能想到现在还在上学的孩
子买手机也能申请贷款”，而

陈女士更生气的是，这种分
期贷款的申贷门槛如此不严
格。陈女士认为，当时女儿给
商家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商
家是有责任打电话确认一下
家长是否答应给孩子作担保
进行贷款购机。“推出这种学
生群体也可以申贷的分期业
务，有些诱导过度消费的嫌
疑，”，陈女士说，学生们本来
就没收入，除了家里给的生
活费怎么可能承担月供。

专家：

应正确引导

消费观

针对潍坊推出的这种小
额度分期付款，记者采访了
潍坊学院社会学教授马光
川，马光川认为现在的大学
生群体的消费力，在很大程
度上繁荣了高校所在地的市
场。其明显的表现为当寒暑
假到来时，高校所在地的消
费量大幅度减少。对于任何
人来说合理的消费都是无可
厚非的，但是目前，很多大
学生不是合理的消费，而是
过度消费，甚至超出了自己
和家庭的承受能力，这种现
象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思
考。

大学生在消费上容易冲

动，很多时候大学生并不是
因为需要某件物品才购买，
而仅仅是因为喜欢就买，但
买回去之后，却常常发现这
件物品并没有发挥自己预期
的作用。这就是学生典型的
冲动消费。而时下推出的这
种透支性质的消费恰恰迎合
了部分学生的这种消费心
理，这导致学生对生活支出
缺乏规划。商家推出的分期
付款业务无可厚非，但在对
待学生群体时应该适当提高
申贷门槛，间接引导学生一
种正确的消费观。
本报记者 赵松刚 李小凯

实习生 王文东 张超男
店门口的贷款消费广告十分显眼。

本报记者 李小凯 摄

各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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