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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旅游是消费升级还是陷阱？
◎ 记者 王珏◎ 记者 王珏

近年来，“贷款旅游”正悄然在年轻群体中兴起。

相关研究显示，在 90 后超前消费的领域中，旅游消费占比达 48%；OTA 平台的假期报告也显示，

00后、90后占到了分期旅游付款群体的半壁江山。

这究竟是一场及时行乐的消费方式，还是一场被市场洗脑的消费迷思呢？

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陷阱？

“借钱”入口往往只是提示消费者

能从 App 上借钱，还有不少 App 在消

费者最后支付环节时被设计为“默认

推荐”。

记者尝试用去哪儿 App 预订酒

店，在提交订单页面发现，支付方式一

栏默认勾选“先住后付”，在点击上方

感叹号后展示了常见问题，其中解释

称“先住后付”是去哪儿为信用较高的

用户提供的服务，离店后将从消费者

下单时的授权账户进行扣款。

不过，记者发现，如果选择了“先

住后付”服务，在选择支付方式时，拿

去花|信用购仍在靠前位置，如选择

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在页面会显示

“推荐使用拿去花|信用购、官方信用

付享笔笔减”，下方点击“同意协议并

授权”即可输入密码，协议并未要求

消费者阅读。

此外，记者注意到，只有将页面下

拉到最后，才能看到两份协议——《代

扣服务协议》和《拿去花|信用购相关

协议》。第二份协议中则包含一份《拿

去花—重庆携程小贷借款合同》，其中

显示，甲方贷款人为重庆携程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用途为平台内消费

购买，本笔借款的年化贷款综合实际

利率不超过 24%。另外，罚息部分约

定，按日计息，日利率为 0.065%，折合

年化利率为23.4%（单利）。

为何互联网公司纷纷看上了贷款

生意？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这

是互联网公司流量变现、客户变现的

重要方式。这些平台积累了大量客

户，平时运营也会吸引不少流量，将贷

款业务进行变现，能获取更多利益。

当然，平台希望更多的获利，这无

可厚非。但是如何合法合规，如何正

确的引导消费观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问题。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分期

旅游，这个看似给了年轻人打开梦想

大门的钥匙，但其实它也埋下了潜在

的债务陷阱。旅游不仅仅是即时之

乐，也是人生的风景，归来之后，我们

依旧需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活。所

以，年轻人需要正确的衡量自己的财

务情况，梦想值得追求，但也需谨慎

前行。

小易是今年即将毕业的一名大学

生，毕业在即，他早早地规划好了自己

的毕业旅行。

“我打算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半

个月去西藏，半个月去日本。这两趟

旅行我都选择跟团去。一个原因是考

虑到安全性 ，另一个原因是可以分期

付款。”小易说，这两趟旅行差不多花

了他 15,000 多块钱，他都选择了 12 个

月分期付款的形式。“这样我身上就可

以多留一些钱备用。”

说到还款的问题，小易说：“马上

要参加工作了，应该是还得起的，这也

可以让我工作得更有动力。”

像小易这样分期付款的“00”后并

不少见。

从 2015 年旅游分期模式大规模

兴起至今，携程、途牛、去哪儿网等

OTA 平台纷纷入局。当前几乎所有

线上旅游平台，都提供借款服务，比如

去携程的“拿去花”、途牛的“首付出

发”、同程的“程程白条”、去哪儿的

“借趣花”，马蜂窝的“旅游分期”、飞

猪的“花呗分期”等。这些都是不同

的旅游平台和第三方金融机构合作

推出的消费贷，类似花呗，借呗，只不

过应用场景仅限旅游。开通后，用户

可以使用信用额度先出行后付款，可

享 30 天免息，3 期、6 期、9 期、12 期灵

活分期。

事实上，除了 OTA 平台，各大航

空公司、银行、互联网大厂以及金融科

技公司，目前都在瓜分旅游金融这个

新兴市场。航空公司中，国航、南航、

东航，都在 APP 里设置了“钱包”。银

行机构类的比如平安银行的“新一

贷”、南京银行的“苏旅贷”等，乃至银

行各种信用卡，互联网大厂中有京东

的“京东白条”、百度的“度小满”、360
公司的“360 借条”、美团的“美团借

钱”、抖音的“抖音月付”等。此外，还

有一类金融科技公司针对旅游场景推

出的金融产品，如信用飞，溢美的“51
分期购”和“e游购”等。

在不少App“我的”或者“我的钱包”

栏目中，都有一个“借钱”入口，有的还

在借款金额上方红字提示“可提现”“免

息90天”“高额度”。

比如，当打开哈啰单车时，可以看

到首页有一个“领取额度”字样的红包，

点开后页面弹窗提示“您还有待使用的

优惠券 1 张”，在点击去查看后发现，有

一张 20 元新客免息券。返回页面就是

借款页面。还有部分视频类 App，以赠

送 1 个月视频会员等方式，吸引用户获

取借贷额度。

“自 从 用 网 贷 借 了 一 次 钱 ，个 个

APP 都想借钱给我”。网贷平台无不千

方百计为年轻人创造借款“条件”，尤

其以 OTA 平台的花招最多样，套路最

深。

“我 8 个室友里，5 个人都在用借贷

平台去旅游、听演出。刚考上大学的时

候，各大网贷平台的横幅、易拉宝随处

可见，学生注册账号就赠送礼品，优惠

活动也是花样百出。有一些平台们甚

至开出拉一个新用户就奖励几十元的

诱惑，吸引学生充当平台的触手。”据小

易估计，他们班上 80%的同学都有注册

平台的经历。

作为一种旅游消费新模式，分期旅

游确实为年轻人实现“诗与远方”的梦

想提供了一条便利途径。然而，从另一

个方面看，分期旅游也容易掉入消费主

义陷阱。

分期付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

的痛感，这会导致年轻人进行冲动消

费，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说走就走

的旅行”。但是分期付款并非是不还

款，满足了即时的快乐当并且越来越倾

向于消费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也会导致

陷入一种不断借贷、不断消费的恶性循

环中。快乐的背后是不小的焦虑和心

理压力。

打开某 OTA 平台的金融服务页

面，潜水、飞行、滑雪、自驾等养眼画

面轮番轰炸。画面中间，大大的“某

某金融，让您的旅行与众不同”格外

抢眼。

有些页面直接打出“出行打白条，

旅行更美好”的口号，甚至找来年轻人

的故事分享，鼓吹借钱旅游的好处。

但商业世界里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平台们主动让利，都是为了撬动更大的

收益。

例如，酒店和平台联手搞金融活

动，是为了刺激人们在旅游淡季的出游

欲望。这样一来，酒店的入住率提升

了，OTA 平台也能缓解流量焦虑，在存

量竞争中吃下更大的蛋糕。

不仅如此，推出借贷、分期付款的

方式，还可以提高商家们的销售空间。

海外旅游分销公司的一份调查表明：有

了分期付款，68%的人会在夏季旅行上

花费更多；49%的人可能会购买航空公

司的辅助服务。

“各个APP都想借钱给我”“各个APP都想借钱给我”

洗脑式营销胜于“毒鸡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