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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用户对现金贷 APP 的安全需要进行研究，优化现金贷 APP 的设计方法，使现金贷 APP
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安全需要，从而吸引更多用户，提升用户粘度。 方法 首先，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

查、用户访谈等方法，总结用户安全需要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对比国内主流的现金贷 APP 的设计

方案，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提出基于用户安全需要的现金贷 APP 设计方法。最后，根据所提出的设

计方法对现金贷 APP 的关键页面进行设计，并且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估，验证这种设

计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结论 基于用户安全需要提出的现金贷 APP 设计方法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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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Cash Loan APP Based on Security Needs 

GUO Hui-min, HE Ren-k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users' security needs of cash loan APP, to optimize the design method of cash loan APP, 
and make the APP more satisfy users' security needs, thereby attracting more users and increasing their viscosity. First,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s, user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summariz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sers' security needs. Secondly, design of domestic mainstream cash loan APPs were compared to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nt a design method for cash loan APP based on users' security needs. Finally, key pages of the 
cash loan APP were designed, and some professionals were invited to evaluate the design plan and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ign method. The design method of cash loan APP based on users’ security needs can better 
meet user needs, optimize user experience, increase their viscosity,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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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模式的引入，现金贷业务成为互联网金融与个

人消费金融融合发展的代表性产物。现金贷 APP 基

于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个人信用系统进行风控，不仅

能节省运营费用，而且能覆盖更广泛的人群。自 2014
年起，现金贷 APP 凭借方便灵活、实时审批、快速

到账的特性在消费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目前国内的小

额现金贷平台已有上千家。伴随着现金贷业务的爆发 
式增长而滋生的乱象也不容忽视，例如遭人诟病的暗

藏高利率及信息泄漏等问题。面对混杂的市场环境和

愈加严格的监管要求，设计出满足用户安全需要的现

金贷 APP 是借贷类产品得以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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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现金贷产品的发展现状 

现金贷是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的简称，贷款金额一

般在 3 000~5 000 元，最多不超过 20 000。由于现金

贷借款容易、随借随到，能满足如日常消费、短期资

金周转等众多场景的需要，所以深受各个细分市场的

用户喜爱。 
现金贷行业从 2015 年开始发展，并在短短几年

内迅速扩张。根据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

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 19 日，在运

营的现金贷平台已超过 2 000 家。由于业务的快速拓

展，现金贷行业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方面，鱼龙混杂

的产品饱受质疑，各种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致使用户

在选择现金贷平台时较为困惑；另一方面，2017 年

Trustdata 移动大数据监测平台发布的《Trustdata：2017
年中国消费金融行业发展分析报告》中指出现金贷

APP 安装后 30 日内未卸载率仅为 11.8%，用户忠   
诚度较低。面对严峻的发展环境，研究如何从设计的

角 度 提 高 用 户 的 转 化 率 和 忠 诚 度 有 很 重 要 的 现 实   
意义。 

2  互联网现金贷 APP 用户的安全需要 

2.1  安全需要 

人类基本需要的组成有一种相对优势的层次排

列方式[1]，其中安全需要处于金字塔的底部。它是一

种最基本的需要。互联网产品的安全体验虽然不直接

涉及人的生命安全，但是也会有间接的联系，如财产

安全、隐私安全等。 
心理学研究将安全需要划分成 3 个层次[2]。安全

需要层次见图 1。这 3 个层次分别是确定感、安全感、

控制感。确定感是人的一种基本心理倾向。在不确定

的情境中，人会有面对威胁的感觉，也可能会产生防

范心理。安全感是一种基于认知并且包含认知成分的

情感体验[2]，它是一种主观感受，表现为人要求稳定、

安全，想受到保护。控制感是人对控制的一种感知， 
也是安全需要的最高层次，然而在现实中完全的控制

是不存在的，因此，让用户建立正确的控制感，对自

己的控制欲和控制能力进行积极有效的调节，才能使

用户的安全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本文将以此为理论

基础展开研究。 
 

 
 

图 1  安全需要层次 
Fig.1 Levels of security needs 

 

2.2  关于现金贷 APP 安全需要的用户研究 

用户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研和用户访谈相结合

的方式，总结出影响安全需要的各项因素及其相对重

要性，为设计现金贷 APP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为保证调研的严谨性，问卷的开发经过充分的修

改验证。问卷开发过程见图 2。在问卷调查前对现金

贷 APP 设计与使用者进行预调查。调查共 10 人参与，

其中包括 2 名从事过现金贷 APP 设计的专业人士和 8
名普通用户。通过了解他们对不同的现金贷 APP 的

使用感受和基于安全需要的合理性建议，对超过半数

的用户所提及的关键因素进行筛选，最终总结出与用

户安全需要相关的 9 项因素。影响现金贷 APP 安全

需要的因素见表 1。 
 

 
 

图 2  问卷开发过程 
Fig.2 Development process of questionnaire 

 
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 231 份。通过用户对各因素

的评分来测量其影响安全需要的重要程度，现金贷

APP 安全需要的各影响因素得分情况见表 2。得 3 分

以上可认为是对安全需要影响较大的因素，因此，表

1 中的 9 项因素都需要考虑。 

进一步将 9 项因素细分为 20 条细分因素，并按

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现金贷 APP 安全需要影响因素

的排序见表 3，该表为满足用户安全需要的现金贷 APP
设计方法提供了数据支持。由表 3 可知，前 11 条细

分因素评分均在 4 分以上，是设计时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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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响现金贷 APP 安全需要的因素 
Tab.1 Factors affecting security needs of cash loan APP 

各因素 内容解释 
提及

人数

第一印象 品牌、界面设计、色彩等 8 
信息透明 利率、手续费、额度、到账速度等 10 
操作方式 操作流畅性、易学易懂等 9 
认知安全 技术、安全提示、帮助/安全中心等 10 
安全氛围 贴心语言、细节设计等 7 

操作反馈 
误操作、操作步骤、申请状态、 

还款状态等 
8 

多种功能 
的选择 

还款方式、借款时长等 7 

专属服务 智能客服、VIP 服务等 6 
个性化设计 优惠推送、页面设计等 6 

表 2  现金贷 APP 安全需要的各影响因素得分情况 
Tab.2 Scores of factors affecting security 

needs of cash loan APP 

安全需要

层次 
各因素 

重要程度评分

（总分 5 分）

良好的第一印象 3.82 

相关借还款信息透明 4.23 

确定感

符合预期的操作方式 4.04 

APP 的基于理性的认知安全 4.19 安全感

APP 的基于情感的安全氛围 3.56 

APP 操作时的反馈 4.06 

APP 使用时提供多种功能的选择 3.51 

使用 APP 时有专属服务 3.68 

控制感

个性化的设计 3.31 
 

表 3  现金贷 APP 安全需要影响因素的排序 
Tab.3 Scoring results of factors affecting security needs of cash loan APP 

安全需要层次 各细分因素（按得分排序） 重要程度评分（总分 5 分） 
控制感 关键结果的提醒（如借款成功、还款成功） 4.49 
确定感 相关规则的说明（如还款规则等） 4.47 
确定感 APP 品牌（资金提供方、平台、合作机构等） 4.45 
确定感 关键信息的展示（如利率、额度等） 4.43 
控制感 误操作的提醒 4.38 
安全感 技术的安全保障提示 4.35 
安全感 安全提示性文字 4.21 
确定感 操作流程的流畅度 4.19 
确定感 便捷、容易学习的操作方式 4.16 
安全感 安全辅助标志 4.13 
安全感 APP“安全中心/常见问题”的设置 4.05 
控制感 使用中操作步骤的提醒 3.97 
控制感 使用中当前所处状态的指示 3.94 
控制感 基于日常操作习惯的功能配置 3.75 
控制感 智能专属客服 3.69 
安全感 亲近、贴心的指示语言 3.42 
控制感 基于日常操作的服务推送 3.21 
控制感 基于个人喜好的页面设计 3.16 
确定感 APP 界面整体风格 3.04 
确定感 APP 界面颜色 2.74 

 

3  基于安全需要的互联网现金贷 APP 设计

方法 

通过理论分析与用户研究，总结出现金贷 APP
的设计应当从确定感、安全感、控制感这 3 个层次保

障用户的安全需要。基于安全需要的现金贷 APP 设

计方法模型见图 3。 

3.1  增加用户的确定感 

3.1.1  良好的第一印象 

通常人们在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或者决策时，第
一印象的影响非常大[3]。这一现象在心理学领域被称
为“锚定效应”。同样，当面对众多的现金贷 APP 时，
用户的选择也会受到第一印象的影响。现金贷 APP
的第一印象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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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安全需要的现金贷 APP 设计方法模型 
Fig.3 Design model of cash loan APP based on security needs 

 

 
 

图 4  现金贷 APP 的第一印象 
Fig.4 First impression on cash loan APP 

 

品牌是最为重要的决策因素。品牌不仅指产品名

称，而且包括它依附的平台、资金提供方、合作机构

等。在设计时，常以品牌背书或文案强化的形式对品

牌进行确认。例如，在百度“有钱花”借现金的落地

页顶部突出“百度自营”，底部有中国农业银行、南

京银行等信息，通过百度和这些合作方的社会公信力

来提升用户的信任感[4]，树立可信任的品牌印象。百

度“有钱花”借现金落地页见图 5。 

3.1.2  信息透明  

影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因素是信息的

不对称[5]。这种现象的频繁发生会导致用户慢慢丧失

对金融产品的信任，甚至产生排斥心理。基于用户体

验的考虑，在现金贷 APP 中，信息的展示要从可用、

易用、好用 3 个层次出发。信息透明的 3 个层次见图

6。首先，明确用户需要知道的关键信息，例如首页

中的借款额度、计息方式等用户使用中可获得的权

益。同时，为了使页面信息能够有效传达，信息展示

需要有层次感且便于理解，特别是针对金融领域的众

多专业术语、行业规则，信息展示的简洁性和有效性

原则显得更为重要[6]。根据用户调研，传达这些规则

时使用语言重点分明、通俗易懂，更能满足用户的安

全需要，现金贷 APP 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见图 7。例如， 

 
 

图 5  百度“有钱花”借现金落地页 
Fig.5 Landing page of Baidu "Cash" 

 

 
 

图 6  信息透明的 3 个层次 
Fig.6 Three levels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图 7  现金贷 APP 问卷调查数据统计 
Fig.7 Data statistics of cash loan APP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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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借款成功再次进入 APP 时，根据用户关注信

息的优先级，将信息的主次关系通过位置与字体大小

的变动更清楚地传达给用户，首页信息布局见图 8。

另外，选择还款方式时，“等额本金”远不如“每期

还款本金相同”更明了。还款方式介绍见图 9。 
 

 
 

图 8  首页信息布局 
Fig.8 Information layout on homepage 

 

3.1.3  符合预期的操作方式 

1）操作流畅。无论是流线型的工业产品，还是

操作顺畅的 APP，人们总会趋向于自然、流畅的事物。

它们不仅在生理上给人舒适感，也带来积极的心理体

验，因此，在设计现金贷 APP 时应保证流畅的用户

体验。这能使用户处于更加轻松的状态，也能给他们

带来更加积极的情绪。 

 
 

图 9  还款方式介绍 
Fig.9 Introduction of repayment 

 

2）操作方式易学习。认知心理学认为，主观安

全受用户认知活动的影响。认知活动是认知要素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并且在认知活动中，信

息的前后关系很重要，既包括当前信息的先后关系，

又包括用户原有信息之间、原有信息和当前认知对象

之间的关系[7]。用户在使用一款新产品时，最大的困

扰在于难以把握产品整体的操作流程。在设计时，可

按照用户以往的使用经验来设置操作，并在关键节点

提供明确的提示，从而减少用户对产品的陌生感，降

低产品的学习成本。将线下借贷行为的流程应用到现

金贷 APP，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用户对产品的熟悉

感、确定感。线上、线下借款流程对比见图 10。 
 

 
 

图 10  线上、线下借款流程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loan process 

 

3.2  关注用户的安全感 

用户的安全感建立在对产品信任的基础上，信任

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种类型，因此，安全感也

可以分为认知安全和情感安全。用户安全感的建立见

图 11。 

3.2.1  认知安全 

安全感的建立与产品本身客观的安全性能有密

切关系。客观安全性的主动传达，如支付宝在官网中对

用户安全技术保障的说明，能够让用户更清楚地认识

到产品是有安全保障的，他们使用起来会更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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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用户安全感的建立 
Fig.11 Establishment of user security 

 

对于现金贷 APP 这样功能、规则复杂的产品来
讲，一个好的帮助中心对于提升用户的认知安全也有
很重要的作用。当用户有问题时，帮助中心能够及时
被找到，并且提供给用户最佳的解决方案，因此，不
难发现在蚂蚁借呗、微粒贷、百度借现金这类主流
APP 中，都会有帮助中心的入口来实时地为用户服务。 
3.2.2  情感安全 

情感安全需要为用户构建一个安全的氛围。它是
一个系统化工程，体现于产品的形、音、色、质等各
个方面[7]。作为用户感知产品的首要形式，良好用户
视觉界面能够给用户带来增值的体验[8]，通过色调的
搭配营造稳重可靠的产品氛围，这对赢得用户初期的
信任和维持用户的信任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在
敏感页面或核心操作流程中，通过一些安全提示性文
字、或者安全辅助的标志，如锁、盾等，也能向用户
传达安全的感觉，增强用户对产品安全性的认可。安
全辅助标志见图 12。 

 

 
 

图 12  安全辅助标志 
Fig.12 Safety icon 

 

3.3  保障用户的控制感 

控制感体现在用户与事物交互中，习惯性地想要

处于主动位置。当产品的变化与用户的意志相吻合，

即可获得对产品的控制感 [10] 。在用户体验设计过程

中，应当保障用户的控制感，以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

探索意愿。用户的控制感见图 13。 
 

 
 

图 13  用户的控制感 
Fig.13 User's sense of control 

 
3.3.1  建立操作指引和实时反馈 

现金贷 APP 与金钱联系密切，容错率很低，因

此，需要有良好的反馈设计，给予用户正确的引导，

减少他们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恐慌。这能使用户与产品

建立良好的联系，提供给用户更优质的使用体验[11]。

反馈设计可分为两类：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 
正向反馈是指用户操作正确时，系统给予的正确

引导，可以帮助用户打消顾虑，建立信心，让用户感

受到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以百度“有钱花”借现金

为例，因为用户在申请借款后，成功与否需要等待系

统的审核，且金额不是实时到达用户绑定的银行账

户，所以通过页面文案、短信等方式告知用户借款进

度，让用户清楚自己已完成了一次借款。申请借款后

反馈信息见图 14。 
反向反馈是指用户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时，系

统发出的纠正用户错误的反馈。例如，用户借款输入

错误的金额时，系统立即显示相应的提醒，即“金额

不能超过您的最高可借额度 17 500 元”，“借款为 100
的整数倍”，以便用户及时更改，确保借款流程能顺

利进行。误输金额的反馈信息见图 15。 

3.3.2  让用户自主选择 

在功能设置的安全体验设计层面，给予用户尽可

能充分的控制权利，可增加用户可控感[12]，但是过多

的选择也会让人无所适从，因此，产品也要保留一定

的权限来对用户信息进行控制。虽然现金贷主打优势

为“随借随还”，但是用户在借款时仍然要在给定选

项内进行选择。这样既保留了用户的可操控性，也避

免了无限选择带来的困扰和风险。 



第 40 卷  第 8 期 郭惠民等：基于用户安全需要的现金贷 APP 设计方法 251 

 
图 14  申请借款后反馈信息 

Fig14 Feedback after applying for a loan 

 
图 15  误输金额的反馈信息 

Fig.15 Feedback after entering the wrong amount
  

 
 

3.3.3  提供专属感 

专属感是一种“属于且只属于”的主观感受，由
此产生的优越感，能够满足用户对产品的全方位控
制，甚至从更高的需求层次上满足用户的自尊需要。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科技金融业飞速
发展，具有专属感的个性化服务已成功地应用在产品 

中。例如，百度“有钱花”和“蚂蚁借呗”中的“客

服中心”都通过了智能化处理，使用的语言更加有温

度，能迅速地拉近产品与用户的关系，并且根据用户

进入客服的流程节点或用户当前所处的状态，将最有

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优先展示，更体现了“懂”带来的

专属感。专属客服见图 16。 
 
 

 
 

图 16  专属客服 
Fig.16 Exclusive customer service 

 
 
 

3.4  互联网现金贷 APP 关键页面的设计 

通过上文的理论研究、问卷调查和竞品分析，结

合所提出的设计方法，对现金贷 APP 的关键页面进

行设计，关键页面设计方案与同类型 APP 页面设计

的比较见图 17。为验证此设计方法的可行性，邀请

了 10 名有过互联网借贷经验，同时从事设计相关工

作的专业人士，对此设计方案与现有同类型 APP 的

页面的确定感、安全感、控制感体验进行评估打分，

关键页面的用户评估结果见表 3。从评估结果可以得

出，新的设计方案在满足用户安全需要这方面是有效

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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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关键页面设计方案与同类型 APP 页面设计的比较 
Fig.17 Comparison of key page design and similar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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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关键页面的用户评估结果 
Tab.3 User evaluation results for key pages 

 
确定感 

（满分 10 分）

安全感 
（满分 10 分）

控制感 
（满分 10 分）

总分

设计方案 8.9 8.7 9.1 26.7
APP-1 8.2 8.6 8.9 25.7
APP-2 8.5 8.5 8.6 25.6

 

4  结语 

Trustdata 发布的《Trustdata：2017 年中国消费金

融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2017 年 9 月，现金贷

用户规模达 1 257 万，同比增速近 250%，现金贷应

用安装量近 6 000 万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使用基于用户安全需要的现金贷 APP 设计方法能更

好地满足用户需要，优化用户体验，最终提升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这也为现金贷 APP 的设计提供了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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