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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消费

观念趋于理性。在采访过程中，记

者注意到，社交平台上有年轻人开

始分享存钱的快乐。

网友momo说：“没有用过信用

卡，以前喜欢用花呗，后来发现用

花呗就跟不是花自己钱一样，就不

用了，戒掉这个习惯后，这三四年

多多少少也攒了十几万。”

“大学毕业六年了，还没有办

信用卡，花呗开过也关掉了。以前

超前消费过，现在只花自己卡里的

钱，然后剩余的存定期。”网友“兔

兔辣么可爱”分享道。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方

面，信用卡市场已从过去的“跑马

圈地”阶段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发

卡量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受经

济形势影响，信用卡用户群体的经

济状况受到一定冲击；此外，信用

卡新规的出台也对市场竞争秩序

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2 年 7 月，银保监会和央行

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

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对银行的

信用卡业务提出“审慎稳健”的监

管要求，要严格规范发卡营销行

为，防范伪冒欺诈办卡、过度办卡

等风险；对单一客户设置发卡数量

上限等等。

面对这些挑战，银行又该如何

应对？

董希淼建议：银行需要转变思

路，从追求发卡量转向提升服务质

量和用户体验。具体来看，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根据上

市银行披露的相关信用卡业务数

据，分析当前市场形势和客户需

求，制定更加精准的市场营销策

略；其次，针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

击的影响，推出更加灵活多样的信

用卡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最后，遵守信用卡新

规、加强风险管理，保障信用卡业

务的稳健发展。

信用卡“失宠”的背后

本报讯“闲鱼要开实体店了？”这两天，有网友发现，闲

置交易平台有了新动作：即将上新一家新门店。据闲鱼官

方微信发布的最新消息，首家闲鱼循环商店将于 1 月 28 日

正式开业。

闲鱼官方微信号显示，这是与“闲鱼 app 同名首次落

地线下的全品类二手实体店”，选址在杭州市拱墅区锦鸿街

E5-3。

这间即将亮相的闲鱼循环商店长啥样呢？门店涵盖全

品类闲置寄卖范围，从低价值小品类物件到高价值服饰箱

包或模型手办，都可以享受“买”“卖”双向服务。

网友非常关心，在循环商店如何寄卖和买买买？据悉，

消费者可以将闲置物品直接带到店里寄卖，也可以在店里

进行购物。譬如，一些无法寄卖的物品，用户可以带到店

里，由店方免费送出。值得一提的是，除实物商品外，用户

还可以在店里“挂出”服务，比如跑腿、遛狗等。

不过，来闲鱼循环商店寄卖物品要满足一些条件：送来

循环商店寄卖的物品需要确保功能完好，并做好初步清

洁。寄卖流程为：先送货到店扫码寄卖，门店选品推送估

价，由闲鱼 app 内确认估价，认可后门店清理上架销售，卖

家成功售出收款到账。

闲鱼还提到，通过三步走的寄卖流程，用户无需亲自跟

进买卖流程，无需和买家沟通交流，寄卖后仅需等待售出即

可。比如，寄卖期（第1个月）：成功售出，收款到账；清仓期

（第 2 个月）：进一步降价直到售出；清仓期还未售出：可取

回或社区爱心捐赠。

在闲鱼之前，“循环商店”概念一直层出不穷。像多抓

鱼、二务循环商店等品牌，都尝试过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实

体场景相结合，实现闲置物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快速流转和

循环。对遇到过“扔掉可惜”“送人不妥”“远程交易麻烦”等

烦恼的消费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目前，闲鱼线下循环商店还在试运营阶段，主要以社区

店形式服务社区周边乃至同城用户，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

索中。

本报记者 祝瑶

闲鱼首家线下循环商店“上新”
除了闲置寄卖，还有跑腿、遛狗服务

90 后小吴已经工作了几年，他告诉记者，自

己大学毕业后不久，有银行到他入职的单位推销

信用卡，办卡就能赠送行李箱。小吴心动了，办理

了一张额度3万元的信用卡。

小吴是个摄影发烧友，虽然当时的月工资只

有3000多元，因为有了信用卡，他花7000多元购

买了一台相机。在尝试过第一笔透支消费后，小

吴便习惯于刷卡消费。“提前算好最低还款额，几

乎每个月都会透支消费。”小吴说，当时有一种“数

字不是钱”的错觉。直到两年后，小吴查询银行流

水，发现还款利息加起来近3万元。比如，他购买

的那台入门级相机，加上后期支付的利息，总价竟

相当于一台中端相机。“太不划算了，利息快赶上

本金了。”虽然小吴知道透支会产生一定的利息，

却没想到数额如此之高。在用年终奖还清全部欠

款后，小吴注销了这张信用卡。他说：“生活从此

变得简单又轻松。”

像小吴一样，掉进信用卡“透支症”的用户并

不在少数。用过信用卡的人都知道，使用信用卡

的过程中可能会不小心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即

便不用信用卡，也有可能糊里糊涂就欠银行一笔

钱，这让很多用户不再青睐信用卡。

杭州姑娘小曹因为一年内未刷够消费次数，

被银行要求缴纳几百元的信用卡年费。小曹感觉

自己当了一回“大冤种”，还掉年费后，立马注销了

信用卡。

有人信用卡透支两年
还款利息三万，快赶上本金
有人信用卡透支两年
还款利息三万，快赶上本金

“没有办过信用卡，如果有比较大的支出，用

花呗和白条就足够了。”24岁的何宜表示，信用卡

对于他这样的00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一是自

己没有大额消费，二是网络平台相同功能的产品

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开通。

前不久，何宜在网上购买了一个3000多元的

相机镜头，他采用了组合支付的方式：银行卡的现

金+平台额度。“我只有在现金不够时才会用平台

的授信额度，组合付款很灵活，我的还款压力也不

大。”在何宜看来，他平时花钱比较保守，不会买超

出自己消费能力范围的东西。“担心逾期还不上

钱。”他补充道。

和何宜的情况类似，不办理信用卡，宁愿少花

钱或不花钱，正逐渐成为这届年轻人的消费新态

度。

95 后李毅只用过花呗，“信用卡一旦逾期会

纳入到个人征信，影响今后贷款买房。平常偶尔

用用花呗，万一忘记还款就损失一点芝麻信用

分。”

23 岁的彤彤是一名大学生，正面临着就业的

压力，“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提前透支很没有

安全感，我体验了一个月就把花呗关闭了。”

有人干脆不办信用卡
少花钱或不花钱更有安全感

近日，#为什么年轻人不爱用信用卡了#

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在曾

经人手一张信用卡的年代，刷信用卡一度成

为年轻人消费的主要形式，但央行的数据显

示，在过去的一年，银行信用卡数量减少了

2100 万张，于此同时，部分上市银行披露的

信用卡贷款规模同样出现下滑。

作为昔日银行零售业务的赚钱利器，信

用卡不香了吗？失宠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怕透支逾期失信，怕年费高，怕养成过度消费习惯

年轻人不爱信用卡了
本报记者 陈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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