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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金融方法，它具有方便、快捷和

低廉的优势，广泛应用于当代大学校园。同时，互联网经济具有极强的网络传播效应，信息化水平提高

也是互联网金融引起大学生消费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消费

结构的特点、现状及其影响，并对其中产生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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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finance, as a new finan-
cial model, has been rapidly popularized with its convenient, efficient and low-cost characteristics, 
and is widely used in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campu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economy 
has a strong network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zation level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hange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caused by Internet 
fina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act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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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finance,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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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Internet Finance)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业务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改变了传统金融行业的运作方式，提高了金融

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交易、云端运算、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网络金融服务

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其目标在于为客户带来更加便利、安全可靠、经济效益的金融服务，从而

使得投资者可以轻松获得更多的收益。当前，“互联网 + 支付”、“互联网 + 借贷”、“互联网 + 理
财”是网络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它的诞生，离不开

先进的信息系统和软件，如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这些前沿的技术，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变革，

并且促进了金融业的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各个领域的差异，以及各种环

境的变化，都会给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革新和转型已成为当今

社会的重要动力。而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强劲的支持，使得各个金融发展阶段都

可以获得更多的机遇，从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此外，用户的消费需求也是促进互联网金融

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消费类型和消费形式不断改变，尤其是对

消费在便捷性、个性化和透明度方面的需求增强，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势头。 
互联网金融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在线支付，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提供安全快捷的支付

解决方案。P2P 借贷，个人对个人的借贷平台，如人人贷、拍拍贷等，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

用效率[1]。众筹，通过互联网平台集中小额资金支持项目或企业，如 Kickstarter、众筹网等。虚拟货币，

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价值转移。互联网保险，通过互联网

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减少中介环节，如众安保险等。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具有优势，同时也兼具挑战。首先，这一金融模式的便利性十分显著，用户可

以随时随地访问金融服务，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降低成本，互联网金融速度快、效率高，能极

大地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利率和费用。另外，互联网金融还能极大地提高消费者的

用户体验感，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有针对性地适应消费者的

需要。 
未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正在深刻改变传统金融行业。虽然目前存在诸多

困难，但是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前景依旧广阔，它正在不断地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科学，

实现金融服务的全方位、高效率的智慧化。同时，随着监管体系的完善，互联网金融将更加规范化，促

进其健康发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旷杰 
 

 

DOI: 10.12677/ecl.2024.1341635 4209 电子商务评论 
 

2.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的消费现状 

2.1. 网购倾向 

大学校园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学生们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

需求。根据最新的统计，许多学生都会在网上购买他们喜欢的衣服、鞋子和日常用品。互联网金融的普

及进一步推动了网购的便捷性，使得大学生能够更加轻松地购买到所需商品。 
消费的便捷化和多样化扩大了大学生的消费渠道，同时各类社交媒体穿插其中的广告也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大学生消费结构的改变。淘宝、拼多多、京东、天猫、阿里巴巴等传统的网购平台已经不足以

满足大学生的消费需求。随着近几年来自媒体的兴起，抖音、小红书、快手等 APP 也开始抢占消费市场。

将商品广告暗含在视频、图片中，以达人带货、直播带货的各种促销形式层出不穷。此外，大学生的活

动场所有限，因为课程原因大多数时间只能待在学校，活动场域的受限更加激化了他们网购的消费倾向。

互联网金融所提供的消费平台众多，消费商品琳琅满目，大多数是现实生活中不容易看到和买到的，新

奇感、探索欲也促使大学生网购意愿的增长。 

2.2. 不同性别的消费差异 

研究发现，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男女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差异。通常，父母、勤工俭学和

奖学金等收入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但他们的收入很难支付所有的开销。除了日常开销和学习费用，

各种培训、教育、电子产品的消费都显示出收入与支出之间存在负相关的趋势。特别地，男生在电子产

品方面的消费倾向更为明显，而女生则可能更倾向于其他类型的消费。 
研究发现，网络消费者的性别构成存在巨大的变化。尽管在中国，网络消费者的女性人群要远远低

于男性，但是淘宝网的统计数据却证实，70%的网络消费者都是女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贡献越来越多。然而，尽管许多研究聚焦于男女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但仍缺乏充足的论述

来探讨男女之间的差异[2]。深入研究这些挑战，将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指导，从而实现最佳的营销战略，

并且可以满足各种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在大学生群体中，女生的消费意愿明显高于男生。每月的购

物频率也大于男生的购物频率。根据心理学研究显示，女性更多的倾向于感性思维，容易被一些广告、

促销活动等激发内心的消费冲动，从而增强其购物欲望[3]。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便利性，大学生

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网上购物。从男女在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差异因素来看，男性消费者具有购买主

动性强、购买东西迅速且独立、购买动机不强烈等特征。而女性的消费行为则表现不同。主要体现在，

购物欲望强烈、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更加注重商品的直观感受和情感寄托以及自我表现心理和

突出的求是心理。 

2.3. 分期消费的使用意愿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分期支付平台应运而生，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蚂蚁借呗等。大学生这

一特殊群体由于人口基数大，具有庞大、成熟的市场规模，同时还具有同龄化程度高、可塑性强、风险

感知能力弱等普遍的特征，消费行为的可观察特征也较为显著。现代大学生需求强，对网络分期的热衷

度明显。不少网络金融公司将消费群体目标投放进大学生群体，开发并实施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网络分期

消费业务，为大学生提供分期消费、网上购物等业务。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为大学生搭建体验式消费

平台，提供集便利与实惠为一体的消费体验，拉动大学生群体的消费积极性。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分期消费的选择，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资金，实现

大额消费。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在分期消费过程中，购买电子产品的大学生比例占到了 85%，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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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男生对电子产品有着很高的购买欲望。另外，60%以上的大学生还会选择使用网络上的分期产品

来进行提现，这一数据也体现出大学生群体对提现的需求。同时也折射出在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大学生

的分期消费意愿很高。女性相较于男性来说，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风险感知力，同时男性的消费心理在

一定程度上比女性要高，因此在互联网金融下的男性分期消费的意愿就要比女性更高[4]。大学生消费条

目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对互联网金融中的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理解程度不够，网络风险意识浅薄，同时

消费心理受到影响的程度较大，因此消费意愿普遍比较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有

着分期消费的行为，他们中的一部分认为：早买早享受，“人生得意须尽欢”等思想也是催化其分期消

费的主要原因。此外，大学生主要经济来源是父母的生活费，还有少数学生选择做兼职赚钱等，在某种

程度上来说经济来源虽数量不大，但却比较稳定，这也促使他们分期消费。 
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说，虽然互联网金融下的分期消费能够满足一部分大学生的消费需求，但却极容

易对其造成经济上的压力。消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东西会对其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3. 大学生消费结构的特点 

3.1. 多元化趋势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发生巨变。从传统的文艺、旅游到高科技，从家用

电器到最前沿的 IT 产品，各类商品应有尽有，满足着人们对于高素质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此外，互联网

金融还给予了人们一个全面的购物渠道，使得人们拥有更加丰富的购物选择。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来源于网购。吃的零食、水果、

饮品。穿的衣服、鞋子；用的家居用品、日用品等。同时在日常出行的方式选择上也会通过滴滴打车、小

拉出行等线上叫车这种方式。可见，在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下，多种多样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类型几乎

满足了大学生的所有消费需求。在满足大家日常需求的同时也在向消费结构、消费类型、消费方式多元

化的趋势转变。 

3.2. 示范效应与攀比心理 

近年来自媒体行业的飞速发展，衍生出了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学生作为一支重要的消费群

体，由于没有踏入社会，不具备足够的社会经验，消费的过程中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媒体宣传以

及身边同学的影响，从而产生示范效应和攀比心理。例如，在手机的消费上，部分大学生为了满足虚荣

心或追赶潮流，会购买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产品。这种消费心理不仅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对大学

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3. 理性与冲动的并存 

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呈现出理性与冲动并存的特点。由于大学生经济来源有限，

每个月可用于支配的金额较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性地评估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消费能力，选择适

合自己的消费方式；但另一方面，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多样性，各种促销手段也很容易让大学生陷入消费

陷阱，他们容易受到各种诱惑和刺激，产生冲动消费的行为。 

4. 互联网金融对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影响 

4.1. 积极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消费方式，扩展了他们的消费范围，使他

们能够更加灵活地管理自己的资金，也增加他们的理财经验和能力。同时，互联网金融也促进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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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意识的培养，使他们更加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5]。 
在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80%的大学生认为互联网金融在学习和生活中产生了一定

的积极影响，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同学 A 说，作为一个大一学生，平时课程较多，时

间大多花费在学习上了，前往线下购物的时间较少。大多通过网上的一些平台进行购物，比如说淘宝、

天猫、京东等。线上购物不仅节约时间，而且更加便捷，花费极少的时间就能浏览到很多的商品。同学 B
表示，互联网金融听起来很大，但是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是学习和生活，我们都离不开互联

网金融。就算是平时出门吃饭，我们也能通过互联网来进行消费，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抖音团购、美团

团购等。不仅省钱，也能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4.2. 消极影响 

但任何事物都不乏其两面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互联网金融给大学生带来了便利，但它也存在某

些问题。在互联网金融的推动下，很多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一些学

生有“花明天的钱，圆明天的梦”这样一种超前消费的观念。在这样一种消费观念下，由于部分大学生

缺乏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偿还能力的缺失，使得他们在使用这种金融服务时面临着

更多的风险。并且，“校园贷”、“花呗”等互联网借贷产品的泛滥也加剧了部分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和

债务压力。 
在调查中显示，互联网金融下部分大学生会有过度消费的行为，大学生行为控制能力较低，易受互

联网金融的影响，容易进行冲动消费，导致财务负担加重[6]。互联网金融还涉及大量的个人信息问题，

因此大学生在使用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服务时，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风险，从而造成经济

损失和个人隐私的威胁。另外，过度依赖互联网金融可能削弱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信任感，影响其理性消

费和储蓄习惯。这些消极影响都是潜在于大学生的互联网消费行为中的，一定程度上来说，难以被发现，

也难以被扼止。 

5. 互联网金融下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建议与对策 

互联网金融涉及范围广，行政主体多。对于互联网金融下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建议与对策也应从多个

主体，多个方面去考虑。针对当下互联网金融下的大学生消费结构及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5.1. 加强大学生金融知识普及 

促进互联网金融下大学生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改善，高校是一块重要阵地。高校应定期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讲座，并将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知识融入讲座内容，通过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例如：

市场调研、问卷调查、消费对比等寓教于乐，对学生的消费心理进行观测和分析。必要时候可对其进行

心理辅导。 
另外，高校的相关部门，例如学生处、教务处可通过一些消费知识普及的方式加强大学生金融知识

教育。为了解决大学生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知识匮乏和意识淡薄的问题，高校应该加强对他们的金融教

育。相关学院，如计算机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可通过学科交叉的方式开设专门的课程、组织专

题讲座等，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并预防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高校应该努力提升学生的消费意识，让他

们明白理性消费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采取多种措施，如教育指导、案例分析等，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把握消费的节奏，避免不必要的消费。 

5.2.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 

政府监管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在监管力度上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监管超前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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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都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唯有恰到好处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间寻求平衡状态，而这种平

衡状态正是并行策略的动态博弈结果。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并行的动态博弈中，互金企业的创新策

略受创新收益、创新成本、罚金和监管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创新策略概率与创新收益和监管成本正

相关，而创新意愿与创新成本和罚金间呈正态分布[7]。 
要联合政府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因而政府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

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等方式，保障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也应加强对互

联网借贷产品的监管，防止其过度泛滥对大学生造成负面影响。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网站管理，提高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安全性，避免大学生在网购过程中出现钱财不翼而飞，个人信息遭到窃取等情况的发

生[8]。 
政府要通过一些渠道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其合理规划财务状况，避免盲目跟风和过度

消费的消费观念。多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利用学校和社会的平台进行相关的宣传活动，提高大家对互

联网金融的认识，提高自己的风险防范意识，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合理合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5.3. 提高互联网金融商家职业道德 

由于互联网金融范围广，包含的商家范围巨大，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商家的规范管理也对大学生消

费结构的优化有重要作用。目前网购平台上的电商数量多但是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容易陷入一种无序管

理状态。例如一些微信代购，无论从运营方式还是管理、监督上都很不规范，代购的产品有很多都是来

自没有营业执照的工厂生产，对顾客的身心安全造成一定威胁[9]。 
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商家来说。需要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把保证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同时可根

据现实情况制定一定的针对大学生的消费优惠活动。吸引大学生消费的同时，也有效保证市场活跃度，

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市场黏性，同时也能保证大学生在互联网金融的消费过程中得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优质

好物，保证其高效购物，优质消费。因此，互联网金融是具有相当大的消费潜力的一个金融领域，在将

来还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了更好促进大学生互联网金融消费结构的改善，商家们还需对商品种类、

营销策略、以及运营技术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创新。在有效改善互联网营销环境的同时，也能吸纳更多的

大学生参与进互联网金融的消费，从而促使其结构得以改善。 
加强对其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有较高的职业操守，相关部门可定期组织互联网金融商家进行培训，

提高其道德素养，从而保证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和谐稳定。 

6. 结语 

总结来说，目前对于“大学生与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偏向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类型、产品

销售平台、营销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对互联网金融的大学生消费结构与消费心理和消费问题研究较少。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示范效应与攀比心理并存以及理性与

冲动并存的复杂特点。互联网金融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消费方式，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加强金融知识教育、培养理性消费观念以及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等措施来引导

大学生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大学生消费者需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增强理财意识。大学生

应该结合自身情况，从实际出发，决定商品是否需要购买。杜绝盲目跟风、攀比消费，在自己消费能力

允许的情况下，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合理安排资金用途。大学生自由资金来源有限，对于生活费应该

严格把控，加强资金的管理规划。在进行分期消费时，充分考虑自身经济能力和在指定时间内的还款能

力，对照网络分期平台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谨慎决策，合理消费，增强理财意识，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

大的经济效益。遵守网络分期规则，提高维权意识。大学生在分期消费时，要遵守网络分期规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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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网络平台分期规则的异同，择其优者而为之，树立契约精神，保持自身良好的信用记录。提高维权意

识，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在与网络分期平台或商家发生纠纷时，学会利用法律武器，以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未来，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越来越充分和完善，相信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研究也会越来越全面和

深入，当下存在的研究不足和短板也有望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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