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 5年，网络消费规模涨势最惊人？农村

正成为挖掘中国消费潜力的“新蓝海”？你是爱

享受的男人，还是更顾家的女人？5 月 21 日，国

内首个网络消费指数——《新供给—蚂蚁网络消

费指数》（下称网络消费指数）正式对外发布，我

国网络消费脉络清晰呈现。

网络消费规模扩张12.1倍

据了解，这份指数是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

究院和蚂蚁金服携手汇聚 21 个行业、337 个城

市、4.5亿的网络交易数据，编制的全国首个网络

消费指数，由水平指数、规模指数、行业指数、消

费升级指数、地区指数等多维度构成。

数据显示：从 2011 年 1 月到 2016 年 4 月，五

年时间里，网络消费规模指数稳步上升，扩张了

12.1倍，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速的 2 倍多；从同期的人均情况看，大

家还越买越多，在网购人数不断增加的基础上，

网络消费水平指数从 2011 年 1 月的 96.0 上升到

2016年 4月的 122.2，涨幅为 27%。

从 2011 年起，中国增长模式出现了历史拐

点，GDP 三驾马车中，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而即便是在经济增速趋缓

的当下，2015年，消费对 GDP的增长贡献率依然

为 66.7%，其中，全国网络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

的贡献率为 29.1%，也就是说，这部分的消费引

擎对 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五分之一。

城里人会“玩”，村里人也爱买

网络消费指数还折射出中国各地区消费能

力的差异。

从网络消费层次来看，北京、上海和江苏的

享受型网络消费水平（化妆品、金银珠宝、体育

娱乐等消费）超过了生存型网络消费水平（食

品、日用品等），从享受型网络消费水平指数

看，前 5 名依次是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

东，排在最后五名的依次是贵州、河南、山西、

宁夏和甘肃。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省份，享受

型消费水平越高。

不过，城里人会“玩”，村里人也爱买，2015

年双 11 期间，浙江省平阳县中镇村的村民通过

网购，买了一台价值 50多万元的保时捷车，成为

“双 11”“村淘”最大一单。

农村市场，正成为挖掘中国消费潜力的“新

蓝海”。随着交通物流条件的改善和移动支付的

普及，偏远和交通不便的欠发达地区网络消费增

长较快。一样是网上消费，生活在北海市的比起

和生活在北京市的小伙伴并不差。

数据显示，三四线城市的网络消费人数不断

增加，报告以首次消费时间不超过 1年的增量用

户为例，从增量看，三四线城市增量用户交易人

数占比从 2011 年的 55%上升到 2015 年的 63%。

在网络消费水平排名前十的省份中，海南和西藏

榜上有名，这说明网络消费通过网络技术拉近供

需两端的距离，使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也可以方

便的触达消费品。

男人爱享受 女人更顾家

从人群特征来看，男性其实不输女性，他们

剁起手来比女人更“腐败”更爱享受。

男性和女性在消费规模和结构上体现出较

大差别，从网络消费规模看，男性略逊于女性，

2016年第 1季度，男性和女性的网络消费规模指

数分别为 524 和 527。“更爱享受”成为男性网络

消费的群体性特征，男性的消费水平略高于女

性，从消费结构看，这与男性的享受型消费占比

较高有关。

男性消费在发展型（文化办公、教育服务、医

疗保健等）、享受型（体育娱乐用品、汽车类、文化

娱乐、航旅、餐饮等）消费上都超过女性。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家庭的运转方式，女性更

注重居家基本消费，男性更着力于发展和享受方

面的消费。

以汽车行业为例，男性是汽车类目的消费主

力，其汽车类消费规模指数几乎是女性指数的 2

倍。从年龄分布来看，26—30 岁用户是汽车行

业的主力消费者，其次是 31—35 岁和 21—25 岁

群体。而从各省汽车消费规模指数看，排名前五

的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其中广

东要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网购数据，帮你读懂中国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中 国 银 行 业 协 会

20 日 在 广 州 发 布 的

《2015 年中国银行业理

财 业 务 发 展 报 告》显

示，2015 年银行理财业

务为投资者实现投资

收益 8651 亿元，同比增

加 1529.7 亿 元 ，增 幅

21.48％。

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末，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达 23.5 万亿

元，较上年增加 8.48万亿元，同比增长 56.46％。

“2015 年在资本市场大幅波动情况下，银行理财业务为投资者

切切实实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回报。”中国银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

副总经理王卫东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的“银行业财富管理论坛”上

表示，银行理财在增加居民财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商业银行

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理财业务结构看，个人理财仍占据银行理财的主导地位，全年

总募集资金 101.49 万亿元，占比 64.07％，期末余额为 11.64 万亿元，

占全部理财产品余额的 49.53％。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投资者金融需

求发生转变，不再满足于保本型理财产品。2015年非保本浮动收益

类产品期末余额为 17.43万亿元，占比 74.17％，较 2014年年底上升 7

个百分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余额 3.64 万亿

元，占比 15.49％，较 2014年下降 6.2个百分点。

在满足投资者投资需求的同时，银行理财资金积极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截至 2015 年年底，有 15.88 万亿元的理财资金通过配置债

券、非标资产、权益类资产等方式投向实体经济，占理财资金投资各

类资产余额的 67.09％。

我国银行理财业务
去年投资收益8651亿元

5月 25日，国内又将迎来成品油调价时间窗

口。近期由于国际石油市场“黑天鹅”事件频现，

推动国际油价继续上扬，并刷新年内新高。受此

影响，我国成品油价格“三连涨”几成定局。“黑天

鹅”事件是金融领域的一个术语，用来指非常难

以预测且不同寻常的事件，常常会在市场引起连

锁反应。

上一次国内成品油调价发生在 5 月 11 日 24

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120元和 115元，这

也是年内我国油价的“二连涨”。

在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石油市场

上“黑天鹅”事件频繁出现：加拿大森林大火重

创当地油砂生产，尼日利亚油田遇袭石油产量

降至 22 年来最低水平，委内瑞拉局势不稳导致

石油生产受冲击……多重影响下，国际油价持

续走高，至 5 月 17 日创出年内最高点，纽约原油

期货价格达到每桶 48.31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

价格达到每桶 49.28 美元。虽然近日国际油价

出现盘整，但仍维持在每桶 47 美元至 48 美元

的水平。

针对近期国际油价态势，业内研究机构普遍

认为，5 月 25 日 24 时，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

将再度开启，油价“三连涨”几成定局。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5 月 23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5 月 20 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

为 6.43％。

中宇资讯分析师石泽睿表示，按照目前的国

际油价水平，国内油价上调幅度大约每吨 180

元，折合每升 90 号汽油价格上调 0.13 元，每升 0

号柴油上调 0.16 元。“此次调价之后，一辆 50 升

油箱的汽车加满油，大约需要多花六七元。”

我国成品油价格调整与国际市场价格联动

密切。今年国际油价开局低迷，在 2 月一度跌

至 12 年低点，随后便一路反弹至今。截至目

前，纽约油价年内累计上涨 29％，布伦特油价

年内累计上涨 30.7％。与今年一季度创出的低

点相比，纽约油价已累计上涨 82.2％，布伦特油

价上涨 74.7％。

自今年 1 月 1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设定国

内成品油价格调控下限，即国际市场原油价格

低于每桶 40 美元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下

调。受“地板价”限制，自 1 月 13 日油价下调之

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国成品油价格出现了

“六连停”。随着国际油价不断反弹并冲破“地

板价”，4 月 26 日国内油价迎来年内首次上调，5

月 11 日出现“二连涨”。

至此，今年以来，我国成品油价格共经历了

9 轮调价周期，共有 1 次下调、2 次上调、6 次停

调。每吨汽油价格累计上涨了 145元，每吨柴油

价格累计上涨了 140元；折合每升 90号汽油价格

累计上调 0.11元、每升 0号柴油价格累计上调了

0.13元。

虽然国际油价近期持续走强，但业内专家认

为原油累计涨幅已经较大，且投机性驱动明显，

未来回调风险较大。

进入 5 月，投机基金的表现耐人寻味，连续

两周大幅减仓，随后又大举进场。美国商品期货

管理委员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5月 17日

当周，投机基金净多持仓量达到 36.9 万手，创出

近 21 个月以来的新高，比上一周猛增 26.3％。

这说明石油市场投机气氛十分浓厚。

东方油气网油品部经理程瑞锋认为，虽然国

际油价维持涨势，但面临多重利空，比如后期美

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原油超供局势未改、大宗商

品全面疲软等。预计后期国际油价回调风险不

断加大，短期内很难突破每桶 55美元。

专家分析认为，国际油价从每桶 20 多美元

反弹至今，供需基本面并未发生本质改善。

虽然美国原油产量已降至 2014 年 9 月份以

来最低水平，但其他产油国产量仍维持高位。

国际能源问题研究中心由婷博士认为，本轮

油价上涨仍为短期效应。沙特在保市场和保油

价之间举棋不定，伊朗增产蓄势待发，俄罗斯悄

然加大产量和出口，都注定了冻产协议难以一时

达成。另外，一旦油价回升到一定程度，美国页

岩油生产商也会乘机恢复开采。 （据新华社）

“黑天鹅”频现推升国际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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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23
日：上交所上市公
司1100家，平均
市盈率13.98倍。

日前，教育部和中国银监会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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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加大不良网络借

贷监管力度，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

制、实时预警机制，加大学生消费观教育力度，加

大金融、网络安全知识普及力度，加大学生资助

信贷体系建设力度，帮助学生增强金融、网络安

全防范意识。

拆除校园网贷里的“炸弹”
文·实习生 姬诗文

■第二看台

■瞭望驿站
文·刘 雪

数据来源：投中集团

2010—2015年 IPO退出情况
在消费主义横行的今天，“卡奴”是常见的称

谓，“花未来钱”常见诸于报端，“分期付款”更被

看做是理财中管理现金流的常见招数。于是，在

信用卡大肆普及后，校园网贷也越来越受大学生

们的喜爱。

所谓校园网贷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大学生分

期购物平台模式，如趣分期、优分期等，主要吸引

大学生分期购物贷款；另一种是 P2P贷款平台模

式，用于大学生助学和创业，如投投贷、名校贷

等；还有一种是阿里、京东、淘宝等传统电商平台

提供的信贷服务。除此之外，在高校周边还存在

不少社会人员提供学生贷款的机构。

近日，笔者拨打了一家网贷平台咨询电话，

该平台对于贷款要求是很爽快，但需要线下审

核。“我们的工作人员需要您提供的信息包括

学生证、身份证、饭卡、银行流水和家庭住址、

父母的联系方式，再进行面谈，强化沟通。审

核通过后，用纸笔填写资料，签合同，按手印，

再拍照录入系统。”

笔者还在北理工、女子学院等高校随机采访

了多位在校生，他们都坦言身边有使用网贷的同

学。刘同学说，像“分期乐”“趣分期”“人人分期”

“名校贷”这些知名网贷平台,许多同学都注册有

账号，因为注册流程即简单又不需要向家长要

钱，所以大家很喜欢用。不仅如此，很多同学申

请“蚂蚁花呗”、“京东白条”来“救急”。采访中，

笔者了解到，除了利用传单吸引学生外，校园贷

公司还会定期在高校开展推销活动，在各大高校

qq、微信群散布信息。

对于大学生来说，相比信用卡的申请，“校园

分期贷”的办理流程相对简单。基本上只需要学

生提供身份证和学生证（或入学通知书、校园一

卡通等其他在校证明）即可，额度也比信用卡高

得多。而校园网贷所推崇的超前消费和贷款消

费，对于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来说解决了

燃眉之急，消费欲会越来越膨胀。

种类繁多 流程简单

校园网贷这么火，真如宣传广告所说的“全

心全意低息”服务学生？许多校园网贷平台吹嘘

的“低息”经不起推敲，且审核程序、条款明细等

方面漏洞不少。比如，一些产品抛出“利率低至

0.99%每月”甚至“零首付、零利息”这样的噱头，

但实际的贷款资金成本并不低。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国世平教授接受科技日

报采访时说：“由于大学生分期很短而且分期钱

数比较小，而且大家都很清楚违约会影响到个人

信用，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大学生是不会这么做违

约的事情的。那么，类似于“分期乐”等校园网贷

平台一般回收率会比较高，就可以得到广告的效

益，还可以赚钱。”

不仅如此，贷款高利率的背后更令人担忧

的是部分网贷平台的催款方式。他们往往采

取各种非法手段进行催款，迫使借款者拆东墙

补西墙，利息越滚越多，越来越难以偿还，最

终形成“无底洞”。“这里面猫腻多着呢，这些

平台都会隐瞒或模糊实际资费标准、逾期滞纳

金、违约金等，学生真正签约借钱或产生了逾

期后，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业内人

士也指出，校园网贷机构利润来源的很大一块

是贷款的利息、服务费等收入。这些费用一般

都由网贷公司自行定标准，杂七杂八的服务

费、滞纳费能占贷款总额的 5%，有的平台甚至

超过了 10%。

低利息只是噱头

大学生逾期未偿还贷款，一旦进入法院仲裁

阶段，对借款人就会产生信用记录的“污点”，虽

然现在互联网的征信还未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但

作为参考，很可能使个人信用受损。

《通知》有明确要求加大不良网络借贷监管

力度，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高

校宣传、财务、网络、保卫等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

金融监管部门、各银监局等部门要密切关注网络

借贷业务在校园内拓展情况，高校辅导员、班主

任、学生骨干队伍要密切关注学生异常消费行

为，及时发现学生在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不良平台诱导过度消费

现在很多大学生的理财意识不浓，独立掌控

消费能力较弱，财商、消费情商、金融风险意识淡

薄，很容易因过度膨胀的超前消费观和享受心理

而堕入“校园网贷”的债务圈。虽然对于确实需

要网络金融服务的大学生而言，“校园网贷”确实

会是“雪中送炭”，但对于一些理财能力、自控能

力、风险意识较弱的大学生而言，“校园网贷”便

会成为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罪魁祸首。

因此，在科学理财、理性消费的前提下审慎

面对“校园网贷”的诱人面孔。各高校应该主动

“出手”，积极主动地进行干预引导。如针对大学

生开设理财课、讲座、论坛、校园专题讨论等活

动，对学生进行理财和建立正确消费观等方面的

引导，进而让大学生正确面对“校园网贷”。引导

大学生正确认识互联金融服务，又让大学生擦亮

慧眼识别非法金融的陷阱，杜绝非法互联网金融

对校园环境的侵袭。

针对部分大学生不良的消费观和过度消费

习惯，《通知》要求加大学生消费观教育力度，教

育引导学生树立文明的消费观。关心关注学生

消费心理，纠正学生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和从众

消费等错误观念。

此前，蚂蚁金服做过调查，支付宝用户其实

是非常草根的群体，90%的人都没有理财的概

念，从来没有接触过基金，或者像银行理财这些

业务。余额宝正是触动了这类人的理财神经，开

始关注起自己的资产增值。

面对眼花缭乱的网贷平台，学生往往由于社

会经验少、没有理财概念、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很

容易陷入“高利贷”陷阱。云南大学的某学生表

示，网络借贷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锻炼自己

的消费观念、理财观念，为部分需要创业的同学

提供启动资金。但是，只有科学的理财才能更好

地利用这些有效的资源。

科学理财才能理性消费

表示：“很多大学生涉世未深，分期的最后特别容

易出现还不上款的情况。他们也许会认为早晚

有一天会还上。但实际上，我国正在步入信用社

会，如果有一两次信用不良记录，你这一生包括

找工作、以后向现实中的银行贷款，都会遭到一

定的阻碍。所以，信用权是比财产权还要高，信

用一种特别值得保护和尊重的权利。”

事实上，一些 P2P网络借贷平台不断向高校

拓展业务，部分不良网络借贷平台采取虚假宣传

的方式和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准等手

段，诱导学生过度消费，甚至陷入“高利贷”陷阱，

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已经造成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