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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轻人成了花呗、借呗、白条等消费信贷产品的“俘虏”，过着“这
月借、下月还”的生活；

●借款消费就像沼泽地，一旦陷入就容易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超前消费，“套”住了多少年轻人
本报记者 祁晓娟

“花钱一时爽，还钱被吓
慌。”这两年，在沧州一家私企
上班的王彤（化名）深刻感受到
了这句话的意思。

“双十一”那天，王彤在网
上“借钱”消费，狂购 10多件物
品。“双十一”过后的第一个
月，4200元工资刚一到账，她
立即把钱全部还上了花呗欠
款。

“刚拿到工资，转眼就没了
影。”这时王彤才发现，花钱之
后带来的快感，荡然无存……

一天花光一
个月的工资

下个月可不能再超前消费
了！王彤暗暗下了决心。

王彤是一名 90后，大学毕
业后来到我市一家私企上班，
工作刚刚两年时间。除了上班、
休闲和朋友聚会之外，王彤最
喜欢在购物网站购买一些衣
服、化妆品、生活用品之类的东
西。

特别是在去年“双十一”这
一天，王彤买了化妆品、羽绒
服、加湿器等 10多件东西。“这
一天网上商品的打折力度特别
大，我就不知不觉地买了不少
东西。”她用花呗进行了支付。

“双十一”之后，王彤陆续
收到了10多件快递。

2020年 12月初，王彤收到
了支付宝的账单信息，12月9日
之前，她的花呗账单需要还款
4500元。

此前，王彤也用过四五年
的花呗。她在淘宝上购物，默认
的第一付款方式就是花呗。“这
种付款方式挺方便的，而且一
年比一年的花呗额度还在增
加。”在花呗消费的钱只需要第
二个月的9日之前还款就可以。

以前，王彤每月在花呗的
最高消费控制在 1000元左右，
等她发了工资后，还起款来也
没感觉费劲儿。

没想到，“双十一”这一天，
王彤没有控制住自己，一下子
花超了。

看到这个账单之后，王彤
惊呆了。原来，她在不知不觉中
花了这么多钱。王彤细细算来，
12月份一月的工资甚至不够还
账用的。

“12月初工资发了4200元，
还花呗需要4500元。”王彤很无
奈，还花呗不仅用完了工资，还
跟朋友借了300元钱。

12 月怎么过呢？王彤身上
已经没有生活费了。

没办法，王彤只得向父母
求救。“自从上班之后，就不好
意思再向父母要钱。这次不得
已，又跟父母要了 1000元的生
活费。”

整个 12月，王彤过得非常
“艰苦”。她不敢和同事外出聚
餐，不敢买衣服化妆品。让王彤
庆幸的是，幸亏这个月还没有

房租、取暖费等其他费用。
“花钱的时候爽，还钱的时

候哭。”王彤体会到了超前消费
的苦。

父母生病，她
拿不出一分钱来

张晶（化名）是一名白领，
家住运河区凤凰城小区。在她
的日历上，每月有3个日子是用
红笔圈出来的。

“9日还 1000多元的花呗，
30日还 1000多元京东白条，每
个月1日是发工资的日子。”张
晶对这3个日子格外敏感。

尽管一个月的固定债务有
2000多元，但在刚刚过去的元
旦，张晶还是送给男友一台价
值2000元的游戏机。“这个钱也
是用信用卡透支的。”

张晶习惯了这样的借钱花
生活，“看见喜欢的就买，基本
上是这个月花光下个月的收
入”。

有时候，张晶的爸爸妈妈
也会质疑她的消费方式，张晶
面对“落伍”的父母，还会振振
有词地解释：“开心最重要，现
在借贷平台那么多，先买完再
慢慢还吧。”

开心归开心，张晶也为“超
前消费”付出了代价——工作3
年，不仅没有存款，反而经常入
不敷出。

前几天，张晶盐山老家的
父亲生病住院了。

张晶想要给家中拿回点钱
的时候，才发现手头空空。“上
大学的时候都是父母给我钱
花，现在我工作好几年了，没能
给父母拿去钱，我觉得特别愧
疚。”

经过了这件事之后，张晶

也在不断地反思自己这种“超
前消费”的方式。

“我这种消费观到底好不
好？”张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中……

“身边人都买
车买房了”

在收到支付宝2020年年度
账单后，我市从事旅游工作的张
新卓（化名）着实被吓了一跳。

过去一年里，他在支付宝
中的消费达到 5万元，“还不包
括在其他平台上的消费和线下
支出”。

张新卓把账单发到了朋友
圈里，自嘲自己实现了“账单式
小康”。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明
明穷到“举步维艰”，却在账单
里活出了“别样的潇洒”。

张新卓清楚自己税后 6000
元的月收入，很难支撑当下“奢

侈”的生活方式。“我这就是个
‘工资中转站’，常常是工资发
完没焐热，就从我的口袋跑到
了另一个人的口袋。”

从大二开始，张新卓就开
通了花呗业务。刚开始向商家
展示付款码时，他还有点难为
情，觉得这是“没钱的表现”。

但现在，张新卓早已对这
种消费方式习以为常，花呗额
度也从最初的 3000元上升到 1
万元。

与此同时，张新卓的消费
观念也悄然转变：“原本买个稍
微贵重些的东西，都要犹豫再
三。可现在只要看对眼，甭管多
少钱都会下单。”

私底下，张新卓分析过自
己“冲动消费”的原因。“大概是
花呗的数额不像是真实的钱，
更像是一串数字的起起落落。”
他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正是
这种虚幻的“富有”，助长了他
的消费欲望，让他觉得多花
1000元或少花 1000元，没有太

大区别，只是在还不上钱时，会
心疼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息。

最近，让张新卓受到刺激
的是，他突然发现周围的同事
工作几年后，都有了一定的存
款。他们有的买了车，有的交了
房子的首付，而张新卓的存款，
还是个“白板”。

看到自己的年度账单后，
张新卓开始醒悟。他计划在新
的一年中，控制超前消费，“我
要按时记账，不再无节制地消
费”。

与此同时，张新卓把工资
卡交给父母保管，“量力消费，
作为一名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
未来打算”。

超前消费让
年轻人“穷忙”

我的消费我做主？伴随 80
后、90 后成为消费市场主力，

“这月买下月还”的消费方式已
然不是一件新鲜事。

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随
机调查。

在 20名受访者中，使用消
费信贷的有 12人，大多是年轻
人。未使用者表示自己上了年
纪，不会在手机上操作借款。一
名年轻人表示自己很担心开通
消费贷产品后“控制不住自
己”，因此一直没有开通这些消
费贷产品。对于自己想要的、价
格较贵的商品，要么攒钱购买，
要么只能克制自己的消费欲
望，以后再说。

多数使用者表示，他们使
用的额度不大，每月使用额度
在1000元左右，只购买日用品，
还起账来也没有那么费力。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被“提
前消费”套住，更有人因网贷陷
入悲剧。

2019 年，长沙一大学生因
还不起网贷，为逃避现实欲跳
河自杀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和
热议。当初在网贷平台上借的
几千元，已经利滚利近 4万元，
面对网贷平台疯狂的电话催
款，该学生接近崩溃而选择自
杀。

记者了解到，为了满足年
轻人迅速增长的消费欲望以及
超前消费的火热市场，现如今
一些鱼目混珠的借贷产品开始
出现在市面上，并借助各种各
样的营销方式，渗透进年轻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年，红心志愿服务协会
的发起人王红心都会和律师都
会一起走进大学校园，组织模
拟法庭，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
向年轻人讲述网贷过度造成的
危害。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的王红心提醒年轻人，要看清
超前消费背后的风险，慎重考
虑超前消费行为是否合理，确
保自己的消费在还款能力范围
内。量力而行，理性消费，不要
被超前消费套牢。

超前消费让不少年轻人难以自拔

借款消费越陷越深借款消费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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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