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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u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ata in P2P internet finance industry, the research of the 
impact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behavior information on P2P lending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Start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rrowers, borrowing records and online social 
network behavio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behavior on loan suc-
cess and borrowing efficiency throug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
sis is done by using the data of PPai loan platform and PPai forum platfor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havior information of the borrower in the social network has no significant im-
pact on the success of the loan, but it can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bor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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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P2P互联网金融行业数据的积累和应用能力的提升，在线社交网络行为信息对p2p借贷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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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从借款人的特征、借贷记录和在线社会网络行为入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模
型，探讨在线社会网络行为对借款成功与否和借款效率的影响。并利用拍拍贷平台、拍拍贷论坛上的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借款人在社会网络行为信息对借款成功与否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借款

效率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P2P在线借贷，借款效率，社会资本，社会网络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国际上 Zopa、Lending Club、Prosper 等 P2P 平台不断涌现，作为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形成的新型

民间借贷模式，P2P 网络借贷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P2P 在线借贷不但能够满足个人资金需求、发展

个人信用体系；还能够提高社会闲散资金利用率、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因此，P2P 在线借贷不仅是

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代表着未来金融服务的发展趋势。但 P2P 在线

借贷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越来越多的瓶颈。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无抵押贷款及借贷关系复杂等，

引起一系列信任危机和风险控制危机。与此同时，我国 P2P 在线借贷的逐步成熟和扩张，使得行业竞争

不断加剧。对 P2P 平台提升发展能力，改善经营结构，对为借贷双方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提高借款项目的响应率，辅助出借人的投资决策，国内外学者通过对投资人和借款人的基本信

息以及借款历史记录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借款成功、投资决策等的影响因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结论。随着 P2P 行业交易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应用能力的提升，许多 P2P 在线借贷平台也建立了相应的社

交网络平台(如拍拍贷论坛)，试图通过这些平台加强出借双方交流、沟通，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借

贷风险。但这些社交网络平台上的信息对在线借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试图从社交网络信息入手，明晰借款人的社会网络行为对借贷成功、借贷效率的影响，对于帮

助我们深刻认识社交网络平台信息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互联网借贷平台上的发展

和提高借贷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 文献回顾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引入金融市场的分析中，形成了社会网络

和金融的交叉研究热点[1]。随着对 P2P 在线借贷影响因素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线借贷影响因素研究已经

从最初的借款项目和借款人的基本信息扩展到了社会网络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例如借贷双方的社会资

本信息、时间因素等[2]。社会网络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而社会资本就是个体在社会网络

中的积累。迄今为止，对社会资本还没有统一、权威的定义，但综合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强

调四个方面：社会网络、人际信任、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以及群体规范[3]。Lin 等认为社会资本是借款者

的社会网络提供的有关风险信息，能减轻在线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Freedman 等研究发现小组关

系这种社会资本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且如果贷款小组中有借款者的朋友，违约的概率将会更低[5]。Xu Y
等学者对比了中美两国社会资本对融资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美国社会资本对融资成功率和融资利率

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资本只对融资成功率影响显著[6]。Lin 等研究了社会网络中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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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对借贷成功率、借款绩效以及违约风险等的影响[7]。 
通过对上述 P2P 在线借贷相关文献研究，可以看到许多相关学者就借款人的“朋友圈”网络产生的

社会资本对借贷成功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研究，普遍得出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对于借贷成功率、借

贷利率、违约率、用户信用等级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借款人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信息

很难获取到，所以学者们采用的基本思路是把 P2P 借贷过程中，借款人通过借贷项目与投资人建立联系，

形成借款/投资人之间的虚拟社会网络，即若借款人/投资人与同一借贷项目之间存在关系，则两者之间存

在着朋友关系，然后以虚拟社会网络中朋友数作为其社会资本的度量方式。这一方式忽略了借款人/投资

人在对应的社交平台上的网络行为，如对借贷项目的分享、评论、转发以及活动频率等。在线社交网络

的发展为用户行为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数据资源，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主要行为有发布信息，评论或转发

信息，国内外学者利用这些行为信息描述用户行为特征，完成用户行为建模和应用[8]。 
本文试图从借款人在社会社交平台上的网络行为特征入手，运用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探讨借款人

在社交平台上的网络行为信息对其借贷成功、借贷效率的影响，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将其应用到在线借

贷平台中。 

3. 研究假设 

P2P 借贷平台上的每一个借款项目都会设定借款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内借到指定的额度，则认为借

款成功，或者是没有到达规定的时间，但借款额度达到了，也认为借款成功。否则，借款不成功。每个

借款人、借款项目的属性不同，借款成功所花费的时间差异较大，在本研究中，我们就用借款成功实际

花费时间表示借款时长，并用其衡量借款效率，即借款时长约大，借款效率越低。另一方面，社会网络

方法可以从结构性、联系、层面、形态和功能五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反映用户及其所在社区网络的特性、

社区中用户间的信任、互动强度、内容等。在社会网络的研究体系中，本文主要从互动与关系维度对社

会网络用户行为分析进行表征，主要用借款人发帖数、在线时长、社交平台上的注册时长描述用户行为特

征。 
并给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1：借款人在社会网络上的发帖数与借款成功正相关。 
假设 1.2：借款人在社会网络上的发帖数与借款时长负相关，即正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假设 2.1：借款人在社会网络上的在线时长与借款成功正相关。 
假设 2.2：借款人在社会网络上的在线时长与借款时长负相关，即正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假设 3.1：借款人在社会网络上的注册时长与借款成功正相关。 
假设 3.2：借款人在社会网络的注册时长与借款时长负相关，即正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借款人视角研究 P2P 网络借贷平台借款成功等的影响因素。主要通过分析

借款人的人口统计属性、信用状况、历史借款行为信息、借款项目信息以及借款人社会关系属性对借款

成功等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使用 Prosper 网络借贷平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学者主要采用拍拍贷平

台、人人贷平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结论[1]。本文主要研究借款人社交网络行

为对其借款行为的影响，因而我们直接引用已有借款成功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已有的文献对借款效率

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中，但借款成功的影响因素是借款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入手点。所以

我们给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 4.1：借款人的年龄与借款成功负相关。 
假设 4.2：借款人的年龄与借款时长正相关，即负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假设 5.1：借款人的信用得分与借款成功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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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5.2：借款人的信用得分与借款时长负相关，即正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假设 6.1：借款人的借款金额与借款成功负相关。 
假设 6.2：借款人的借款金额与借款时长正相关，即正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假设 7.1：借款人的借款期限与借款成功正相关。 
假设 7.2：借款人的借款期限与借款时长负相关，即正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假设 8.1：借款人的借款利率与借款成功负相关。 
假设 8.2：借款人的借款利率与借款时长正相关，即负向作用于借款效率。 

4. 实证分析 

拍拍贷论坛是拍拍贷在线借贷平台的辅助社交网络，两个平台上的用户具有统一的用户 ID，为研究

社会网络信息对借贷的影响提供了数据基础。社会网络行为信息主要是指借贷双方在拍拍贷官方论坛上

的交互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数据，呈现了社会资本在拍拍贷论坛用户上的分布情况，主要包含用

户 ID、邮箱认证、视频认证、好友数、回帖数、主题数、注册时间、在线时长、上次活动时间、上次发

表时间、最后访问时间、积分、金钱、威望、贡献、管理组、用户组等字段。经过对字段重复性、相关

性和无效性的处理，主要使用拍拍贷官方论坛上的数据表字段及具体信息说明如表 1 所示。利用借款人

的注册时间与借款开始时间之差计算借款人的拍拍贷论坛上的注册时长。其次，借款人在平台活动期间

的发帖数等于主题数和回帖数的之和。 

4.1. 数据描述 

本文采集了我国知名 P2P 平台拍拍贷 2015.1~2016.2 之间借款项目信息，经过对数据的预处理后，选

择了 2124 个借款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借款失败的数据只有 86 条记录，占借款项目的 4.05%，是数

据分布严重不平衡的数据集。为避免由于样本分布不均衡导致的研究结果的不稳定，在本文中对数据进

行了样本均衡，即将 86 个不成功借款项目信息权重设置为 3，其它的设置为 1，共得到 2298 条记录，不

成功的项目共有 258 条记录。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 2 所示。借款状态 1 表示成功，0 表示失败，

并且将其值设置为离散型。 
表 2 的数据显示了每个变量的大致分布情况，由表 2 的数据可知每个变量的数据分布差异不大，因

而才本文中全部采用这些数据。 

4.2. 假设检验 

在本文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采用了 SPSS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4.2.1.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指对两个或多个具备相关性的变量元素进行分析，从而衡量两个变量因素的相关密切

程度，根据使用的自变量取值特点，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用 r 值表

示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结果如表 3 所示。 
根据相关性判断标准，当 0 =< |r| =< 0.5 时，可以认为两变量相关度不大；当|r| >= 0.8 时，说明两个

变量高度相关。由表 3 的数据可知，在线时长与发帖数间的相关系数 0.955，表明二者之间高度相关，存

在着共线性，所以在以后面的回归分析中，二者没有同事出现在多元回归模型中。 

4.2.2.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1) 因变量——借款状态 
自变量与因变量(借款状态)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4、表 5 所示，由表 4、表 5 的数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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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ments on the user information of PPaiforum 
表 1. 拍拍贷论坛用户信息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用户 ID 注册的用户名(同一用户官网和论坛平台相同) 

主题数 用户在论坛发帖的数量 

回帖数 用户在论坛回帖的数量 

注册时间 用户在论坛上的注册时间 

在线时长 用户在论坛登录的时间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ata 
表 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自变量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发帖数 2298 0 2764 22.59 123.734 

在线时长 2298 0 2678 21.08 115.971 

注册时长 2298 −1 2464 408.91 361.372 

年龄 2298 20 53 30.64 6.360 

借款金额 2298 100 50000 5663.96 5968.901 

借款期限 2298 1 24 8.51 3.586 

借款时长(天数) 2298 0 21 2.62 3.013 

当年利率 2298 0 36 14.3105 5.23491 

信用得分 2298 21 186,685 4432.46 18,711.416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3. 自变量之间相关性(Pearson Correlation) 

 发帖数 在线时长 注册时长 年龄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借款利率 信用得分 

发帖数 1        

在线时长 0.955 1       

注册时长 0.080 0.102 1      

年龄 0.108 0.112 0.064 1     

借款金额 0.004 0.015 0.074 0.095 1    

借款期限 −0.045 −0.044 0.016 −0.148 0.269 1   

借款利率 −0.103 −0.103 −0.023 −0.173 0.020 0.285 1  

信用得分 0.386 0.403 0.140 0.285 0.166 −0.200 −0.276 1 

 
Table 4. Correlation test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 (loan state) 
表 4. 自变量与因变量(借款状态)的相关性检验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标准化系数 t Sig. 

常数项 0.974 0.045  21.686 0.000 

发帖数 −3.090E−5 0.000 −0.012 −0.591 0.555 

注册时长 −3.002E−5 0.000 −0.034 −1.425 0.154 

年龄 −0.007 0.001 −0.133 −6.377 0.000 

借款金额 −5.319E−6 0.000 −0.100 −4.717 0.000 

借款期限 0.004 0.002 0.047 2.112 0.035 

借款利率 −0.007 0.001 −0.109 −5.042 0.000 

信用得分 0.005 0.001 0.213 8.79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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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rrelation test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 (loan state) 
表 5. 自变量与因变量(借款状态)的相关性检验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标准化系数 t Sig. 

常数项 0.974 0.045  21.681 0.000 

注册时长 −3.018E−5 0.000 −0.034 −1.431 0.153 

年龄 −0.007 0.001 −0.133 −6.393 0.000 

借款金额 −5.313E−6 0.000 −0.100 −4.712 0.000 

借款期限 0.004 0.002 0.047 2.113 0.035 

借款利率 −0.007 0.001 −0.109 −5.025 0.000 

信用得分 0.005 0.001 0.213 8.790 0.000 

在线时长 −2.083E−5 0.000 −0.008 −0.372 0.710 

 
Table 6. Correlation test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 (length of loan time) 
表 6. 自变量与因变量(借款时长)的相关性检验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标准化系数 t Sig. 

常数项 2.750 0.451  6.093 0.000 

发帖数 −0.001 0.000 −0.047 −2.155 0.031 

注册时长 −0.001 0.000 −0.104 −4.042 0.000 

年龄 0.005 0.011 0.010 0.448 0.654 

借款金额 −4.742E−5 0.000 −0.089 −3.875 0.000 

借款期限 0.078 0.019 0.096 3.989 0.000 

借款利率 0.017 0.013 0.030 1.304 0.193 

信用得分 −0.012 0.005 −0.063 −2.405 0.016 

 
Table 7. Correlation test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endent variable (length of loan time) 
表 7. 自变量与因变量(借款时长)的相关性检验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标准化系数 t Sig. 

常数项 2.740 0.451  6.069 0.000 

注册时长 −0.001 0.000 −0.103 −4.016 0.000 

年龄 0.005 0.011 0.010 0.463 0.643 

借款金额 −4.711E−5 0.000 −0.089 −3.850 0.000 

借款期限 0.077 0.019 0.096 3.980 0.000 

借款利率 0.017 0.013 0.030 1.281 0.200 

信用得分 −0.012 0.005 −0.062 −2.373 0.018 

在线时长 −0.001 0.001 −0.049 −2.236 0.025 

 
① 在显著水平 p < 0.05 下，借款状态与信用得分、借款金额、当年利率、年龄、借款期限显著相关，

但发帖数、在线时长、注册时长三个社会网络行为属性对借款状态的影响并不显著，前面的研究假设 1.2、
2.2、3.2 没有得到支持，这也说明拍拍贷论坛上的社会网络行为信息对借款能否成功影响并不显著。 

② 年龄、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前面的标准化系数都是负值，这说明年龄越大、借款金额越多、借款

利率越大借款越不容易成功，与我们的假设(假设 4.1、6.1、8.1)一致。 
③ 借款期限和信用得分前面的标准化系数都是正值，这说明借款期限越大、信用得分越多借款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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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功，与我们的假设(假设 5.1、7.1)一致。 
2) 因变量——借款时长 
自变量与因变量(借款时长)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6、表 7 所示，由表 6、表 7 的数据可知： 
① 在显著水平 p < 0.05 下，借款时长与信用得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发帖数、注册时长、在线

时长显著相关，但年龄、借款利率对借款时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前面的研究假设 4.2、8.2 没有得到支持，

这也说明借款人的年龄、借款利率对完成借款的效率影响不显著。 
② 发帖数、注册时长、在线时长前面的标准化系数都是负值，这说明这三者的值越大，完成借款所

花费的时间越短，借款效率越高，这与前面的假设(假设 1.2、2.2、3.2)一致。这说明拍拍贷论坛上的社会

网络行为对借款人的借款效率有促进作用。 
③ 信用得分前面的标准化系数是负值，而借款期限前面的系数是正值，这表示信用得分越多、借款

期限越短，完成借款所花费的时间越短，借款效率越高，这与我们前面的假设(假设 5.2、7.2)。一致。 
④ 借款金额前面的标准化系数是负值，这说明借款金额越多完成借款所花费的时间越短，借款效率

越高，这与我们前面的研究假设(假设 6.2)正好相反。 

5. 结论 

本文从借款人的特征、借贷记录和在线社会网络行为入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以借款状态(成
功与否)和借款时长为因变量，探讨在线社会网络行为对借款成功与否和借款效率的影响。并利用拍拍贷

平台、拍拍贷论坛上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借款人在社会网络行为信息对借款成功与否

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借款效率有促进作用。所以借款人可以通过在线社会网络的交流互动提高借款效率。 
本文的研究对帮助我们认识在线社交平台对借贷的驱动因素和市场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进一

步促进我国互联网借贷平台上的发展和提高融资绩效，促进大众创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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