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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大学生科学消费观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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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人民购买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

下，国家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消费主义思潮涌入我国，冲击着我国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在该思潮影响下，作为对新生事物更具敏感性的大学生群体，其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学

生的行为开始偏离正常轨道，学生间攀比、炫耀，追求名牌和奢侈消费行为也越来越普遍。高校肩负着教书育人

和文化传承的重担，应担负起培育大学生科学消费观的责任。为此，高校应从高度重视大学生科学消费观的培

育、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完善相关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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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思潮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和流行的一种社会现 象，它 产 生 于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 初 的 美

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美 国 的 生 产 力 快 速 发 展，工 业 总 产 值 跃 居 世 界 第 一 位，大 量 的 消 费 品 涌 向 市

场。这一巨大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 念，消 费 主 义 思 潮 最 初 表 现 为 上 层 社 会 的“炫 耀 性 消 费”，后 来 逐

渐演变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 经 济 取 得 了 突 飞 猛 进 的 进 展，人 民 生 活 水 平 日

益提高，购买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国家间的物质与 文 化 交 流 日 益 密 切，西 方 国

家的各种思潮涌入我国，消费主义思潮也不例外，人们的传统观念不断受到 这 种 思 潮 的 冲 击，这 给 我 国 的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大学生作为青少年知识群体，对新 事 物 有 更 高 的 敏 锐 性 和 更 强 的 接 受 能 力；他 们 热 情、易 冲 动，大 部

分新思潮都能被他们快速捕捉到，各种思潮的影响 在 大 学 生 身 上 也 更 容 易 充 分 地 体 现 出 来。因 此，研 究

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并提出可行性对策，为应对消费主义思潮 的 不 良 影 响 具 有 重 大 的 理 论 意 义

和现实意义。

一、消费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内涵

对消费主义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刘海鹰、刘昕认 为“消 费 主 义 是 一 种 崇 尚 和 追 求 过

度占有和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 向，以 及 在 这 种 价 值 观 念 支 配 下 的 行 为 实 践”。［１］胡 建、

张曼琴提出“消费主义是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发 展 到 当 代 的 必 然 产 物，其 最 根 本、最 核 心 的 内 涵 是 消 费 至

上；它不仅内在地包含着古已有之的享乐主义观念，而且把消费看作人生的 最 高 目 的 和 终 极 意 义，以 此 促

动消费欲望的持续高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提供旺盛的市场需求”。［２］王 悦、王 常 锁 认 为“消 费 主

义是一种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 求 无 度 消 费 作 为 人 生 价 值 取 向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价 值 观 念，消 费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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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３］Ｆａｌｋ认为“现代消 费 主 义 的 特 点 体 现 在 三 个 方

面：第一，欲望的形成超越了‘必需’的水平；第 二，欲 望 具 有 无 限 性；第 三，人 们 产 生 了 对 新 产 品 的 无 限 渴

望”。［４］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就是人们为了满足无限的占有欲和彰显 身 份 地 位 而 对 非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无 限 度 欲

望和消费。消费主义思潮就是社会上流行的这种消费风气，它具有刺激性 强、影 响 范 围 广、传 染 性 强 等 鲜

明特征。

二、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消费意识及行为的消极影响

不可否认，消费主义思潮自兴起以 来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积 极 影 响，例 如：快 速 拉 动 了 国 家 经 济 的 发 展、拓

宽了人们的视野等。然而，它带来更多的却是消极方面 的 影 响，对 大 学 生 群 体 的 消 极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在 消

费意识和消费行为两大方面。

（一）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消费意识的消极影响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就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然而，随着 消 费 主 义 思 潮 的 兴 起，这 种 美 德 在 大

学生的意识中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不良的观念，如不少学 生 认 为 勤 俭 是 虚 伪 的 表 现，却

把慷慨掏钱、奢侈消费视为高雅、绅士的行为；觉得如果在吃、穿、用上如果落为 人 后 就 会 影 响 在 他 人 心 中

的形象与地位，并把这种“大方”作为“综 合 竞 争 力”评 比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在 这 些 不 良 意 识 的 影 响 下，

大学生的行为开始偏离正常轨道，给大学生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都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首先，在不良消费意识的影响下，不 少 大 学 生 为 了 攀 比、炫 耀，不 光 追 求 名 牌、时 尚，还 经 常 成 群 结 队

地出入电影院、ＫＴＶ、高级酒店等奢侈场所，这导致大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非常少甚至是没有。再 加 上 学

校和社会的不良消费风气日益恶化，大学生自身得不到有利的成长环境。

其次，在不良消费意识的引导下，大学生的奢侈消费越来越普遍，然 而 其 收 入 来 源 依 然 呈 现 单 一 的 状

态，即大部分大学生的收入来源只有父母。很多大学生 都 是 远 离 父 母 来 到 异 地 求 学，父 母 担 心 孩 子 远 在

他乡、没人照顾，怕孩子吃不好、穿不暖，为 此 父 母 都 尽 可 能 多 地 给 孩 子 生 活 费。然 而 很 多 大 学 生 却 拿 着

父母的血汗钱大肆挥霍，这样的行为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这是任何一个家庭都难以承受的。

再次，在不良消费意识的牵引下，大学生生活费不够用的现象极 其 普 遍，导 致 因 生 活 压 力 而 影 响 正 常

学习。在追求奢侈消费的过程中，正常的生活费已无法满足需求，部分学生 选 择 打 工 增 加 生 活 收 入，但 可

能因工作时间太长而占有原本用来学 习 的 时 间，如 此 将 严 重 影 响 大 学 生 的 课 程 学 习，为 将 来 顺 利 就 业 造

成影响；更严重的现象是另一部分大学生不愿意自己打工赚钱，面对生活的 压 力 和 金 钱 的 诱 惑，可 能 逐 步

走上犯罪的道路，进行偷、抢、骗等违法行为。

（二）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消极影响

意识指导行为，错误的意识必然引 导 错 误 的 行 为。大 学 生 在 消 费 主 义 思 潮 的 影 响 下，各 种 不 良 行 为

涌现尤其表现在消费行为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炫耀性消费行为

“炫耀性消费就是指某些人通过消费品符号意义的实现来夸耀 自 己 的 身 份、地 位 或 经 济 实 力，以 引 起

他人的羡慕、尊敬、妒忌等为目的的消费，并借此宣泄个人激情获取虚荣 心 或 荣 誉 感 的 满 足。”［５］大 学 生 们

不论在学习成绩还是个人素质方面，从 小 到 大 都 是 同 龄 人 中 的 佼 佼 者，踏 进 大 学 校 园 后 却 发 现 自 己 不 再

是最优秀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 群 体 中 取 得 主 导 地 位 显 示“与 众 不 同”，一 部 分 大 学 生 尤 其 是 家

庭条件比较好的学生，开始在吃、穿、用等方面来 彰 显 自 己 的“优 秀”或“与 众 不 同”，在 这 种 炫 耀 性 消 费 的

刺激下，大学生们的行为突出地表现在请客送礼、追 求 高 档 名 牌 等 奢 侈 消 费 行 为。这 些 炫 耀 性 行 为 不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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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严重地阻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２．攀比性消费行为

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和炫耀性 消 费 的 刺 激 下，校 园 内 兴 起 了 攀 比 之 风 包 括 一 些 贫 困 学 生 在 内，大

学生们开始比衣物、比手机、比电脑、比娱乐场所，甚至比家庭背景。学生们聊 天 的 内 容 更 多 涉 及 名 牌、高

端享乐等不健康的话题。在 这 种 攀 比 之 风 的 影 响 下，部 分 大 学 生 的 月 生 活 费 高 达 几 千 并 还 在 不 断 地 飙

升。攀比性消费行为使大学生越来越崇尚消费主义和 享 乐 主 义，加 重 了 家 庭 经 济 负 担 尤 其 是 贫 困 家 庭，

孩子一个月的消费有可能就是父母辛勤一年的所得。如果不加以正面 引 导，校 园 的 攀 比 风 气 会 越 来 越 浓

重，“传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最终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３．盲目性消费行为

盲目性消费是指单纯的、为了消费而消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 原 因 和 目 的 消 费 行 为。大 学 生 的 日 常

学习、生活所需的费用不过几百块钱，然而一些学生的生活费高达几千元。据 调 查“一 个 大 学 生 一 年 的 支

出是我国城镇居民年均纯收入的１．１倍，是 农 村 居 民 年 均 纯 收 入 的３．５倍”。［６］这 些 学 生 频 繁 地 逛 街、请

客、购物和娱乐，若问他们为什么有这 些 行 为，他 们 也 说 不 清 楚 到 底 是 为 什 么，莫 名 其 妙 地 就 是 想 去。事

实上，这些学生平时已将消费形成了一种“习惯”，是一种“无主见”的消费行为，在没 有 需 要 的 情 况 下 也 会

“照做”，如此就形成了这种盲目的消费行为。这种行为使大学生沉溺于过度、奢 侈 消 费 之 中，在 没 有 任 何

需求的前提下购买，不仅造成个人和家庭财富的严重浪费，也在校园中形成 了 不 良 的 消 费 风 气，严 重 影 响

校园良好氛围和学习风气的维持。

４．超前性消费行为

“超前性消费行为是指在超过暂时收入能力的情况下，将今后的 收 入 提 前 到 现 在 支 出，表 现 在 大 学 生

身上，即为超出自己正常经济来源，提 前 预 支 明 天 的 消 费”。［７］当 前，大 部 分 大 学 生 的 生 活 来 源 是 家 庭，部

分学生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另有少部 分 学 生 通 过 家 教、助 管 等 形 式 获 得 一 些 收 入。然 而，很 多 大 学 生 的

生活费根本支撑不到月末，他们不再是“月光族”而往往是“半月光”。这些大学 生 在 前 半 月 肆 无 忌 惮 地 消

费，到了口袋空空的时候只能是向同学朋友借钱，有的学生用分期付款的方 式 来 购 买 一 些 高 价 物 品，提 前

成为“还贷族”的一员，有些学生甚至还办理了小额信用卡，用透支银行卡的方 式 来 弥 补 当 月 的 亏 空，最 后

这个亏空往往只能由父母来填补。这种超前性消费行为既加重了家庭 经 济 负 担 又 破 坏 了 校 园 风 气，还 有

可能给自己带来“信用危机”。

５．群体性高消费行为

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感染力”，一个人的高消费会很快带动另 一 个 人 进 而 带 动 一 群 人。大 学 生 往 往

会结伴而行地逛街、吃饭、唱歌等，本来没 有 高 消 费 习 惯 的 学 生，也 会 在 舍 友、同 学 的 带 领 下 买 名 牌 衣 物、

吃高级餐厅并为之着迷，很快高消费就会发展成为 群 体 性 行 为。这 种 群 体 性 高 消 费 行 为 非 常 可 怕，其 发

展速度非常快，影响范围非常广，遏制起来十分困难。

除此之外，消费主义思潮还会给 大 学 生 带 来 严 重 的“并 发 症”。首 先，消 费 主 义 思 潮 将 严 重 阻 碍 大 学

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 次，消 费 主 义 思 潮 使 大 学 生 消 费 意 识 病 态 化，从 而 影 响 他 们 的

心理健康；再次，由于大学生在经济上还 未 独 立，父 母 对 他 们 的 生 活 费 用 有 一 定 的 限 制，在 钱 不 够 用 的 情

况下，部分学生可能采用骗、偷、抢等方式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中美两国大学生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比较分析

将我国大学生与其他国家大学生 的 消 费 意 识 和 消 费 行 为 进 行 比 较 分 析，能 够 更 加 全 面、准 确 地 发 现

问题以及引起问题的原因，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本 文 选 择 美 国 大 学 生 作 为 比 较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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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美国是当前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人们的观念也比 较 前 卫，在 对 大 学 生 的 教 育 方 面 有 很

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第二，消费主义思潮兴起于美国后 传 到 我 国，当 前，中 美 两 国 都 受 到 消 费 主 义 思 潮 的 影 响，但 两 国 大

学生在消费意识和行为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挖掘。

（一）中美两国大学生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的差异

中美两国大学生在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方面的差异可以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进 行 分 析，具 体 而 言 主 要 表

现在：消费观念、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上（见表１）。

表１　中美两国大学生在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方面的对比

中国大学生 美国大学生

消费观念
认为吃、穿、用等各个方面都不能落为人后，不能让人“瞧 不
起”，为了吸引目光、彰显身份地位，不惜一切也要消费

认为消费是理所当然的，只有消费才能促进国家经济 发 展、
社会进步。同时认为，需要的时候不顾一切也要消费，不 需
要的时候则不应该消费

消费需求 为了“面子”过度追求高端、名牌商品
满足生活需要即可，不 必 过 分 追 求 档 次、名 牌，只 要 适 合 就
好

消费能力
一直处于父母的溺爱之下，养尊处优，生活费用完全依 靠 父
母

个性独立，课余时间 打 工 赚 钱，并 有 良 好 的 储 蓄 习 惯，喜 欢
按照计划消费

消费行为
沉迷于吃喝玩乐，关注时尚前沿，挥霍浪费，只要别人有 的，
自己也要有

节约朴素，反对浪费，旧 的 东 西 能 用 就 不 会 买 新 的，真 的 需
要的时候才会选购买

（二）中美两国大学生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存在差异的原因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美两国大学生 在 消 费 意 识 和 消 费 行 为 上 存 在 很 大 的 差 异，而 造 成 这 些 差 异 的 原

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

１．社会历史原因

消费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后与我国 一 贯 提 倡 的 勤 俭 节 约、艰 苦 奋 斗 的 美 德 发 生 冲 击，随 着 这 一 思 潮 的

逐步膨胀，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是对 新 生 事 物 最 敏 感 的 大 学 生；另 外，２１世 纪 以 来 科 学

技术迅速发展，网络、电视、报纸等信息传播媒体开拓了大学生的眼界，也加速 了 新 鲜 事 物 的 传 播，这 也 是

我国大学生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逐步偏离正常轨道的原因。

２０世纪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美国社会出现了消费主义思潮，人们不会过多地担心未来的生

活，只考虑当下怎么过好，久而久之大学 生 也 就 产 生 了 这 样 的 观 念；同 时，美 国 有 完 善 的 信 用 制 度 和 健 全

的法制，因此，他们可以在有效的保障下进行消费，这也是美国大学生大都比 较 早 地 开 始 独 立 生 活 的 一 个

原因。

２．学校原因

当代大学生都是“８０”后和“９０”后，一方 面 他 们 没 有 经 历 过 战 争 和 苦 难，虽 然 在 影 视 剧 和 课 本 中 了 解

过，但也没有真实体验过，因此很难真 正 做 到 艰 苦 朴 素。另 一 方 面，我 国 的 大 学 课 程 设 置 比 较 多，学 校 也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学生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必要去打工赚钱和节省吃喝。

在美国，大学生的在学校的学习方式比较灵活，并且孩子通常都 比 较 早 地 独 立 生 活，大 学 生 需 要 为 自

己的学费和生活费做打算，为此他们有时间并且有必要去自己赚钱，在这种 压 力 下，他 们 不 会 浪 费 自 己 的

辛苦所得。

３．家庭原因

在我国，自古以来养儿防老的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孩 子 就 是 未 来，孩 子 就 是 希 望。尤 其 是 当

前，大部分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是家人的掌上明珠，从小在家里就是小皇帝、小 公 主，都 是 被 伺 候 着 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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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立能力非常有限，独立能力更是有待增强，而大人们也往往认为疼爱孩 子 的 主 要 表 现 就 是 满 足 孩 子

在物质上的一切要求。这是当前大学生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美国人们讲究独立，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育他们 怎 么 赚 钱、怎 么 花 钱，并 且 会 让 孩 子 尽

早独立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采用的方式基本上是鼓励和赞美，因此，他们 给 孩 子 的 是 生 活 的 信 心 和 能

力，而不是物质和金钱。

由此可见，我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 生 在 消 费 意 识 和 消 费 行 为 上 存 在 很 大 差 异，而 造 成 这 些 差 异 的 原

因是复杂的，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原因。解决大学生在 消 费 主 义 思 潮 影 响 下 所 呈 现 出 来

的各种问题，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就是培育正确的消费观。在这里消费观主 要 指“人 们 对 消 费 水 平、消 费

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总的看法”。［８］

四、高校培育大学生消费观的对策

影响大学生消费观形成的因素有 很 多，如 家 庭、社 会、学 校、个 人 等 等，其 中，学 校 可 以 说 是 最 有 影 响

力的因素之一。大学校园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大学学习期间是大学生 世 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 形 成 和

发展的重要时期。然而，当前高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校园活动都很少 涉 及 对 大 学 生 消 费 观 的 教 育，

可见，大学生消费观的培育还未受到学校的足够重视。因此，高校应承担起 大 学 生 消 费 观 培 育 的 重 任，主

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高度重视大学生消费观的培育

校园中的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学 校 的 批 准 与 支 持，因 此，学 校 的 重 视 是 大 学 生 消 费 观 培 育 得 以 顺 利

开展的重要保障。首先，高校应对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和 行 为 进 行 调 查 分 析，了 解 消 费 观 培 育 的 必 要 性 和

重要性；其次，高校应在课程设置、活动组织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过课堂学 习 和 社 会 实 践，从 理 论 和 实

际两方面共同培养学生科 学 的 消 费 观；再 次，高 校 应 积 极 与 家 庭 和 社 会 沟 通 联 系，制 定 一 系 列 可 行 的 措

施，与家庭、社会共同合作，全方位促进大学生消费观培育的进程。

（二）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环境 之 中，环 境 对 人 们 的 世 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 的 形 成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影 响 作

用。大学生还没有完全踏入社会，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学习和生活，校园 环 境 对 他 们 来 说 至 关 重 要，因

此，从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入手来培育大学生的消费观是一个关键途径。

１．充分发挥“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

从踏入学校开始，老师就是学生的 学 习 典 范，老 师 的 思 想 行 为 对 学 生 的 影 响 作 用 非 常 突 出，因 此，在

大学生消费观培育过程中，校领导及老师们的思想 观 念 和 行 为 表 现 尤 为 值 得 注 意。首 先，老 师 们 在 课 堂

上灌输给学生的思想应是科学的、正确的，要时常讲授我国的传统美德和科 学 的 世 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

切忌宣传反面思想；其次，校领导和老师 们 更 要 在 行 为 表 现 上 严 于 律 己、以 身 作 则，生 活、工 作 中 节 俭、朴

实、理性，在学生面前树立良好形象。

２．开展有关理性消费、生态消费的主题教育活动

大学生除精于专业知识的 学 习 之 外，还 应 积 极 参 与 各 种 校 园 活 动，以 促 使 大 学 生 思 维 的 放 松，不 再

“死读书”，还能通过大学生感兴趣的方式来达到教育的目的。例如，学校可以 成 立 宣 传 传 统 美 德、树 立 科

学消费观的社团组织，在学校的领导、支持和指导下，以假期社会实践的方式 组 织 学 生 到 贫 困 地 区 体 验 生

活、开展调研；还可以邀请校领导、老师给学生们开展关于理性消费等方面的 讲 座、座 谈；更 可 以 以 班 级 或

党支部为单位开展一些相 关 的 实 践 活 动 等 等。这 种 实 践 教 学 法，能 够 非 常 容 易 使 学 生 们 参 与 并 吸 收 知

识，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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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通过校园设施的简单设计，达到时刻提醒的效果

校园中有很多需要简单装饰的地方，可以制作一些简单明了的 条 幅、标 志 牌 等 装 饰，安 置 在 校 园 内 的

各个角落，让学生们走到哪里都可以注意到，时刻被提醒、被引导。这虽是小 小 的 举 动 却 很 容 易 造 成 心 理

上的冲击带来思想上的反思。

（三）完善相关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

高校大多更加重视专业课程的开展，虽然每所大学都开设了“两课”，但 是 重 视 程 度 千 差 万 别，教 授 质

量往往有所欠缺，这与学 校 的 重 视 程 度 和 任 课 教 师 的 责 任 心 有 很 大 关 系。因 此，学 校 要 加 强 重 视，加 强

“两课”教师的培训和培养，提高专业素养、增强责任心。此外，大学生通常也存在对“两 课”不 够 重 视 的 问

题，学校和教师也应采取一些措施来解 决 这 个 问 题，如 将 考 勤、课 堂 发 言、课 程 论 文 等 作 为 课 程 考 核 的 一

部分，以提高学生上“两课”的积极性。

在“两课”课程的授课内容上，各个高校几乎没有差别，基本上都是 马 克 主 义 原 理、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 和 法 律 基 础。虽 然 这 些 课 程 中 都 有 关 于 消 费 观 的 相

关知识，但并未作为一个重点内容进行讲解，在授课过程中也大都是一带而过，因 此“两 课”的 开 设 对 大 学

生消费观的培育作用并不突出。从这一 点 出 发，高 校 在“两 课”课 堂 上 的 授 课 内 容 应 有 所 调 整，重 视 马 克

主义消费理论的应用，并结合中国的传 统 美 德 和 现 实 案 例 进 行 讲 授，传 播 适 度 消 费、理 性 消 费、生 态 消 费

观念，以促进大学生科学消费观的形成。

总而言之，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 健 康 成 长 与 发 展 对 国 家 和 社 会 来 说

影响重大。大学生消费观的培育是抵制消费主义思潮 的 关 键 途 径，高 校 应 发 挥 教 育 优 势，采 取 有 效 措 施

促进大学生形成科学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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