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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消费潜力巨大，但存在着过度消费问

题。中西部高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衣食消费为主，社交性消费

兴起；消费支出比较随意，消费计划性不强；生活费来源单一，经济独立意愿较

弱；生活费基本充足，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电子产品消费额过大；网络购物已成

习惯。导致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的因素，既有攀比心理盛行、追求个性化消费、

消费计划不合理、情感消费负担过重等自身因素，也有网络购物刺激、借贷消费

诱导、家庭环境放纵、学校引导缺失等外部因素。要使大学生养成合理的消费

心理和消费习惯，需要大学生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大学

生应培养多种兴趣爱好，增加生活情趣，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家长应减少对孩

子的溺爱，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使孩子养成节俭习惯；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消

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社会应积极开拓大学生

消费品市场，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的需求，为大学生构建公平的消费市场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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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提升，消费在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明确指出，“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

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

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大学阶段是学生价值

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转型的重要阶段，大学

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不仅影响其生活品质，

也影响其身心健康［１］。大学生有着旺盛的消费

需求，但由于尚未从业，没有自食其力的经济来

源，加上社会经验不足，出现诸多不合理的消费

问题。目前，针对大学生过度消费问题的系统

研究较少，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大学生消费的调

查研究更是少见。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年中西部地区高校达１３６３所，其数量占

全国高校数量的５３．９％，在校生人数占比则高

达５４．１６％［２］。考虑到当前大学生过度消费问

题日趋严重的现实，以及中西部高校在中国高

等教育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研究中西部高

校大学生过度消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鉴于

此，本文拟以河南省 ８所高校作为代表，对

４０００名在校大学生过度消费的行为和动机进

行研究与分析，以期为大学生树立科学消费观、

合理规划消费行为提供建议。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１．调查问卷法

本文选取河南省位于郑州市的 ８所高校

（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农业大学、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

院）的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化的问

卷作为主要调查方法，通过网络问卷和纸质问

卷相结合的方式，在８所院校依次进行。本次

问卷调查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５

日进行，发放纸质和电子问卷共计４０００份，平

均每所学校发放５００份，男女生比例各半，大学

一、二、三、四年级均匀发放，回收率１００％；其

中，有效问卷共计 ３８２０份，有效问卷率为

９５５％。

２．访谈法

考虑到调查问卷设置的题目不一定足够全

面，为更深入地了解大学生日常消费心理、消费

习惯，在发放纸质问卷的同时，本课题组人员还

就消费问题对相关院校不同年级、不同学科背

景的同学和部分学生家长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访

谈。访谈主要涉及学生对当前大学生消费方

式、消费观念的看法，以及家长对子女消费习惯

和消费方式的看法。

　　二、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现状和特征

１．衣食消费为主，社交性消费兴起

大学生各种消费项目的占比见图１。由图

１可知，大学生的主要消费项目是伙食，其次是

购买衣物、日常用品等。作为还没有经济能力

的大学生，生活费应主要用于食物和日常用品支

出，但是，还有部分学生将生活费用到了别的地

方，比如本文研究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许多女生

认为“可以不吃饭，但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图１　大学生消费项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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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更愿意将自己的生活费用于穿衣打扮、购

买首饰和化妆用品等。除此之外，“请客之风”

也弥漫校园，受访者说，“现在交朋友差不多都

要通过‘饭局’”。大学生较少接触社会，因此

难免会出现乱花钱或是不会花钱的情况。

２．消费支出比较随意，消费计划性不强

大学生的收入一般主要来源于父母每月固

定的生活费供给，当其收入相对固定时，其消费

态度就相当重要。大学生消费基本态度占比见

图２。由图２可知，有３７．３３％的大学生事先做

好消费计划，但近７０％的同学表示“计划赶不

上变化”，他们更愿意“有钱的时候随意花，没

钱的时候省着花”。有３１．３３％的大学生持“能

省则省”的消费态度，有１４．６７％的同学则抱有

“毫不在乎、想花就花”的态度，认为，处于现在

这个经济发达的社会，就要懂得享受生活，“花

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

图２　大学生消费基本态度占比

３．生活费来源单一，经济独立意愿较弱

大学生生活费来源占比见图３。由图３可

知，绝大多数大学生生活费主要依靠父母给予，

有少部分学生靠勤工俭学、自主创业或者做兼

职等，赚取生活费。总的来说，大学生多没有独

立的经济能力。走访中发现，近７５％的同学认

为，“自己花父母的钱是天经地义的”，期待从

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生活费；２５％的同学认为，

“自己已经成年，父母赚钱不容易，自己应当节

俭，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走访调查中还

了解到，有不少同学想做兼职自己赚取生活费，

但没有付诸行动，原因有：自身能力有限；适合

自身的兼职工作有限；习惯了父母金钱上的支

持，自身比较懒惰，不愿意做兼职。同时，我们

还发现，大一的同学比别的年级的同学更加热

衷于走出校园找兼职工作，但由于他们的自我

保护能力有限，难免会上当受骗，继而慢慢放弃

做兼职的念头。

图３　大学生生活费来源占比

４．生活费基本充足，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大学生生活费支出水平分布情况见图４。

由图４可知，９０％以上的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支

出在５００元以上，有４０％以上的学生每月的生

活费支出超过１０００元（见图４）。整体来说，对

于郑州这样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中部城市来

说，此种生活费水平是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基本

生活开支的。本文还对学生家庭月收入做了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６％的家庭月收入在１０００元

以下，２８％的家庭月收入在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２７％的家庭月收入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２３％的家
庭月收入在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１５％的家庭月收
入在１００００元以上。一般来说，家庭月收入越
高，学生的月生活费就越高。对学生支出与其

家庭收入的对比分析可知，大多学生的生活费

支出大约占去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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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学费支出和不定时的偶然性开支，大部分

家庭在此方面的开支可能达到家庭收入的一半

以上，家庭经济负担较重。

图４　生活费月支出水平分布

５．电子产品消费额过大

大学生电子产品的持有情况见图５。由图

５可知，同学们大多拥有手机，将近８０％的同学

拥有笔记本电脑，１１％的同学拥有台式电脑。

在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电脑和手机是大

学生最重要的通讯工具，对其学习和生活有重

要帮助。调查结果还显示，将近２１％的大学生

拥有ＭＰ３等音乐播放器，将近１７％的同学拥有

数码相机。访谈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同学将连

续几个月省下来的生活费用于购买电子产品。

毫无疑问，在这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电

子产品持续推出新型产品，这对学生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有不少商家专门为大学生购买手

机、电脑、数码相机等电子产品而推出分期付款

服务。因此，有不少同学为了购买自己喜欢的

电子产品，便拿自己的身份证办了分期付款，导

致事后半年甚至一年陷入持续负债状态，对其

正常学习生活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６．网络购物已成习惯

大学生网络购物的频率分布状况见图６。

由图６可知，近８３％的大学生每月至少网购１

次，每月网购２～３次以上的大学生也占到了近

６２％。可见，伴随互联网经济的日益发达，网购

已经成为大学生消费的重要渠道。网购给大学

生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也催生了诸多

“剁手党”（所谓“剁手党”专指沉溺于网购而后

悔，有“剁手明志”冲动的人群）。大学生自制

能力有限，网购往往又会刺激大学生消费，使之

购买诸多使用价值不高的商品，造成大量浪费

性消费。访谈中不少大学生表示，“网上的东

西便宜，性价比高，不买回来错过了太可惜”。

此种想法导致许多大学生一次性买回众多“便

宜”物品，实际消费支出不菲。

图５　大学生电子产品持有情况

图６　大学生网购的频率分布

　　三、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的动因

分析

　　目前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的动因，既有自

身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１．自身因素

（１）攀比心理盛行。大学生多为青年，喜

欢选择他人作为参照物。在日常生活中，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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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总是有意无意地与他人比较，以求心理

平衡，获得自我认同，进而产生攀比心理［３］。大

学生攀比消费是基于对自己或期待所处阶层、

身份与地位的认同，而选择该阶层的人群为参

照所表现出来的消费行为。一些虚荣心比较强

的同学更容易形成攀比消费心理，错误地把消

费水平作为炫耀其经济条件的标志，从而引发

不必要的消费［４］。调查显示，购物决策时，虽然

有７５％左右的大学生将实用性、价格作为重要

因素考虑，但是将时尚、品牌作为重要因素考虑

的学生占比也达到４０％左右。这表明，攀比心

理在大学生中比较盛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

浪费。

（２）追求个性化消费。追求新事物，唯恐

落后于潮流，这是大学生的一个共同特点。由

于大学生热衷新鲜事物，在消费时会追求时尚

性、潮流化，极易形成求异心理引发的消费。而

个性化消费往往要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

（３）消费计划不合理。大学期间，伴随着

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上，大学生通常表现出更强烈的自我支配要

求［５］。但是，由于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常常没

有合理的消费计划，对自己的消费缺乏认知，从

而造成盲目消费、不必要的浪费。有少部分同

学在日常生活消费中既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

节俭意识，想花就花，造成奢侈消费。

（４）情感消费负担过重。在当今大学生活

中，情感消费必不可少。步入大学后，大学生的

社交活动增多，同学间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同学

过生日、比赛获奖、评上奖学金等都要请客吃

饭，否则便会被视为不懂人情。人情支出给一

些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

给大学生带来一些精神压力。本文调查数据显

示，每次人情消费大约要在１００元以上。此外，

在恋爱消费方面，有８２４％的大学生每月支出

２００元以上，有 １２３％的大学生每月支出在

１００～２００元，仅有４４％的大学生每月支出在

５０～１００元。而一些富裕家庭的大学生，甚至

出现炫耀型人情消费。为了追求心理平衡，一

些大学生出现了攀比炫耀型人情消费，扭曲了

大学生正常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２．外界因素

（１）网络购物刺激。随着网络的兴起，网

络购物应运而生。由于网络购物方便、便宜，逐

渐成为大学生购物的主要渠道。但是，部分同

学网购仅是因为感觉商品便宜，并不具有真实

的购物需求，事实上网购只是一种不必要的冲

动行为。本文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已经

形成网购习惯，部分大学生对网购已经产生一

定的依赖性，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２）借贷消费诱导。近些年，受经济利益

驱动，“高利贷”变幻成种种诱人的模式进入高

校校园，大学生借“高利贷”的人数有逐年增多

趋势。当前，分期购物网站“高利贷”的形式愈

加隐蔽；同时，诸如“借贷宝”“蚂蚁花呗”等网

络借贷消费方式的兴起，也为大学生借贷消费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个别大学生盲目接受西方

社会的超前消费理念，选择了信用卡等一些借

贷性消费方式，部分大学生并无还贷风险意识

和合理的还贷计划，造成不良的信用记录和额

外的经济负担。

（３）家庭环境放纵。当前大学生多是独生

子女，从小在家长溺爱下长大，家长总是想尽一

切办法满足孩子的需求，甚至明知孩子的消费

需求是无理的，也仍然会答应［６］。长此以往，会

使孩子养成错误的消费观，从而导致不必要的

消费。

（４）学校引导缺失。当前，高校教育多注

重文化知识传播，而忽视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和

消费心理的引导和培养［７］，对超出经济能力的

不合理消费现象听之任之，不健康的消费观念

在校园中就会风行。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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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学生养成健康消费心理和习

惯的必要性与途径

　　１．大学生养成合理消费心理和习惯的必

要性

（１）自身方面：大学生作为一个经济上依

靠家庭的消费群体，应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根

据自己生活、学习和文化娱乐的实际情况确定

合适的消费标准。大学生应该倡导文明消费、

节约消费和健康消费。应以智力投资和学习消

费主导下的生活消费为主，以文化娱乐和其他

消费为辅，而不应该本末倒置［８］。本文调查发

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消费，只有２３．５７％的大

学生将学习费用作为主要投向，远低于娱乐和

通讯所占比重，跟每个月在化妆品上的消费占

比接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２）家庭方面：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

体，有着旺盛的消费能力，但他们并未在经济上

取得独立。大学生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调查数据

显示，９６．８２％的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费来自于父

母，只有极少数大学生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生

活费的，而且获得的也仅是部分生活费。大学

生如果不养成合理的消费习惯和健康的消费心

理，经常过度消费，无疑会加重其家庭负担［９］。

（３）社会方面：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

费群体，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但是，如果养成

了过度消费的习惯，会对社会资源造成巨大浪

费。本文调查显示，相当部分大学生的消费全

凭自己的喜好或者一时的冲动，而不管这些消

费对自己有没有用处。另外，也有不少大学生

盲目参加各类培训班，而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

的发展需要，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２．大学生养成健康消费心理和习惯的途径

（１）自身方面：大学生空闲时间相对较多，

培养多种兴趣爱好，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如读

书、练字、运动、听讲座或参加文娱活动等，可增

加生活情趣，分散一味消费购物的注意力［１０］。

大学生应从自身出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念，在消费时保持理性，尽量避免盲目攀比消

费、从众消费等不良消费心理和习惯，坚持做消

费记录。本文调查发现，只有３．８２％的大学生

坚持做消费记录，而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平时从

不做消费记录，主要理由就是嫌麻烦。访谈发

现，坚持做消费记录的同学，由于对自身消费情

况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从而能够进行较为合理

的规划，日常消费中很少出现过度消费或盲目

消费情况。

（２）家庭方面：家长不能溺爱孩子，应培养

孩子的独立意识，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消费心

理和习惯。家长应在孩子上学前了解孩子所上

大学的平均日常消费情况，并根据自己的经济

家庭状况，给孩子规定一个合理的生活费标准。

同时，应正确引导孩子的消费，不应支持孩子的

奢侈品消费，使孩子养成节俭的消费习惯［６］。

此外，家长也应该以身作则，日常消费以实用性

为主，从而对孩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产生

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３）学校方面：高校应加强对学生消费观

念和消费习惯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引导其进行合理消费；应当采取适当形

式，比如组织讲座与论坛，开展理财教育，帮助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应当对大学生日常

生活费用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相关数据公开，以

便学生合理确定自己的生活费标准。与此同

时，高校应该加强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生

活用品购物点，整顿学校周边环境，给学生创造

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４）社会方面：社会应该积极开拓大学生

消费品市场，从产品的种类、价格、服务等多方

面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的需求［１１］。同时，

应规范市场秩序，为大学生构建公平的消费环

·８７·



张占东，等：中西部高校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与动机研究———基于河南省８所高校的调查

境。本文调查发现，手机基本上已经成为大学

生的必备品。软件企业可以开发一些记账和消

费理财类软件，这样既可以方便大学生日常消

费理财，也可以帮助大学生减少不必要的消费

支出，养成良好的消费心理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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