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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观逐渐趋于两

极化，一方面是对于时尚潮流的高端

消费，另一方面是基于自我家庭情况

的勤俭节约。不可否认，上述两种消费

观各有存在的道理和原因。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大部

分的经济来源还是依靠于父母。经过

对一定数量的在校大学生调查显示：

70％以上的大学生主要还是以“勤俭

节约”作为自己的消费价值观，甚至少

部分的学生合理地利用课余时间在校

或校外兼职，以此来获取一定的生活

收入，更好地支配自己的开支。“勤俭

节约”历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当今社会上仍有相当大的一部

分大学生还是有自己合理的消费观

念，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

从相关调查和数据中，我们可以

发现，大部分的学生还是有一定的合

理消费意识，但是同时也存在相当一

部分学生存在错误的消费观，因此在

引导学生养成形成大学生以艰苦奋斗

为荣，骄奢淫逸为耻的消费观，创建节

约型校园文化的方面上就显得格外重

要。那么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呢？学校需

要教育学生要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科学的消费意识，加强“新消费理

念”的引导和教育，在大学校园形成良

好“新消费”氛围；丰富校园生活，不要

让学生觉得大学生活无事可做，于是

去利用金钱消磨时间。

从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来看，

许多大学生希望通过消费上的新潮、

时尚、前卫来展示青春的活力，彰显自

我的能力与价值，拉动国内生产总值

的迅速增长。但在充分肯定大学生消

费积极因素的同时，我们亦不能不看

到大学生在消费中的一些偏差。疯狂

购物、超前消费的背后带来的往往是

还款的恶性循环。这些举动不仅在消

弭当代许多大学生的奋斗精神，使他

们产生惰性，还让大学生甚至他们的

家庭因为未来负债还债的日子苦不堪

言。所以，对于像蚂蚁花呗、京东白条、

网贷等各种超前消费，大学生都要理

性、谨慎使用。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在消费观念

上，还要注意合理的储蓄、投资，将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个人能力提升上，

不在毕业时留下遗憾。在消费模式上，

注意量入为出，根据自身及家庭的经济

条件合理安排日常的消费金额；也需注

意经济适用，在选择物品时讲究它的实

用性，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在消费状况

上，我们丞需学会合理计划，建立健康

的消费状态，及时调整收支状况，尽量

做到使自己消费全程基本平衡，利用自

己所学的知识学会科学理财。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厉行勤俭

节约，需要在思想观念上来一次破旧

立新的变革，树立新的价值观、生活观

和消费观。”大学生作为一个青年消费

群体，消费状况、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

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

感，也影响到自身家庭的生活水平，还

会让同龄人学习和效仿而影响消费潮

流的走向。因此，我们应在消费之时需

要认真思考，积极努力完善自身消费

结构，树立正确的理性消费观，勇于承

担起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

渊本报记者 吴泓磊 颜洪冰/文 郑

婧瑜/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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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民的消费方式也在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当前的消费市场中，大学生

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受到越来

越大的关注。由于大学生年龄较轻，群

体较特别，他们有着不同于社会其他

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消费观

念的超前和消费实力的滞后，都对他

们的消费有很大影响。特殊群体自然

有自己特殊的特点，同时难免存在一

些非理性的消费问题。为了深入调查

当代大学生的消费情况，本报记者通

过线上调查问卷和线下采访相结合的

方式，对我校在校大学生的消费问题

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以我校全体在校学生为

调查对象，其中以每一级学生为调查

单位，通过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

抽选样本，以近半学年，即2018年9月

至2019年2月为调查时距，自2019年3月

31日起至4月2日开展 为期3天的学生

消费进行时情况调查问卷，本问卷共发

放149份，收回有效问卷149份，有效率

为100%。发放对象以在校同学为主，基

本上做到了随机发放。同时，以收集到

的我校学生填写的以“消费进行时”为

主题的调查问卷中月消费支出项目、

月消费有盈余项目、旅游支出、恋爱支

出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回答作为研究大

学生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是否合理的

依据。

据统计结果表明，我校学生月生活

消费额主要集中在1000-1500之间，所

占比例为66.67%，在2000左右的学生所

占比例为29.17%，在2500以上的学生所

占比例为4.17%。从本次调查结果中可

以看出，大学生的消费差距增大，两极

分化也比较分明，这在我国当前剧烈转

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有一定的必然性，但

我们也要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必然将得到一定

的改善。同时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学

生支配生活费方面，伙食花费和购置衣

物花费方面占比较大，其次是娱乐旅游

花费和学习用品花费。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大学生的生活花费合理，注重规律饮食和精神

粮食的补给。

当我们把学生每个月用于零食及餐后饮食费用

结果用饼状图表达出来后发现，大部分学生在这个

项目的花费为150元-500元。可见当代大学生饮食丰

富，消费选择余地较大。其中，16.67％的人从不与同

学或朋友间聚餐，62.5％的人一月与同学或朋友间聚

餐一次到两次；20.83％的人一周与同学过朋友间聚

餐一次到两次。这说明，同学们在人际交往消费方面

还是比较适度的。在吃饭所用花费这一项中，由饼图

可以直观得出，大部分同学的伙食费都在1000元以

下，有部分同学在吃上可以花到1000元到2000元，但

很少有人会在吃饭这一项目上花费2000元以上。足

以说明在吃饭这一方面学生的消费结构还是比较合

理，没有过度浪费。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每个月生活费有所增加

或有剩余时，愿意选择的消费项目中,62.5%用于添置

衣物，16.75%选择把钱存起来，20.75%花费在吃喝，极

少数同学会将剩余的钱花费在买书、旅游等方面。我

们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大部分同学储蓄观念较为

淡薄。调查还显示，如果生活费超支了，选择告诉父

母的学生所占比例为54.17%，选择兼职的学生所占比

例为25%，选择使用信用卡、花呗的学生所占比例为

20.83%，数据表明大部分学生选择自食其力，但过半

数学生还是选择依赖于父母，经济独立意识较弱，理

财观念淡薄。也充分说明部分大学生依然没有良好、

稳定的合理消费习惯。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在日常消费上的

一些共性问题，面对这些现象和问题需要大学生们

予以重视并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解决这些问题。

面对名牌

理性消费

当前很多大学生喜欢购买名牌产品，导致自己

的消费结构出现了问题。调查显示，30.5%同学的日

常消费并不多，但一两件名牌产品的支出就立刻让

自己踏入“吃土”的境地。那么这些名牌产品的支出

是否必要呢？从随机采访的大学生当中，我们得知

大学生购买名牌产品，一部分是由于产品的品质和

理念，但还有一部分是跟风和攀比的心理导致的。

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大学生注重产品品质追求

名牌产品本没有错，但因为盲目跟风

和攀比所导致的过分地追求名牌产

品的消费理念就十分不合理。因此在

日常的消费中，我们要考虑到自身的

实际需要和经济水平，理性购买，不

要盲目追求名牌产品的名气。大学生

们在购买产品时也要平衡自身的心

态，仔细考虑产品的性价比再决定是

否购买，不要因为一时的攀比心作祟

而冲动消费，也不要被商家的宣传迷

惑双眼，而是选择自己能力限度内性

价比最高的商品，养成理性消费的良

好习惯。

拒绝零散消费

牢记“断舍离”

调查也显示零散消费在大学生的

支出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各项零散消

费积少成多，导致了月支出大大超标。

60.8%同学反映，平时感觉没花什么钱，

也没有什么大宗支出，但月底结算时却

发现生活费所剩无几，而回想自己的钱

到底花在哪儿了，却没有清晰的认知。

有同感的同学们不妨回想那些零散消

费，比如零食、奶茶以及在淘宝上的花

费等，这样一算，零散消费集中起来就

占了月支出的大部分，这就反映出了我

们日常消费没有良好的规划，从而养成

了不好的消费习惯。同学们可以试一试

减少这些不必要的零散花费，这样也有

助于我们增强自控力，改善自己的消费

结构，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诸多零散

消费也属于冲动消费，在一时冲动买下

之后却发现买下的东西使用率并不高，

最后反而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闲置品。

“断舍离”这一概念曾风靡一时，

“断”是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

“舍”是处理掉堆放在家里没用的东西，

而“离”则是舍弃对物质的迷恋，让自己

处于宽敞舒适，自由自在的空间。大学

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适当地运用“断

舍离”的思想，例如购物时“三思而后行”，奉行“断”

这一原则，考量自身的实际的需要情况后再购买，并

且大学期间大学生们多数都住在宿舍，个人能占有

的空间实质上只有一小部分，减少零散消费中的一

些不必要消费和冲动消费、减少闲置物品，不仅能够

丰富自己的钱包，也能避免自己有限的生活空间被

各类杂物占满，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

环境。

重视理财

聚沙成塔

调查发现大学生们的理财能力较弱，基本上没

有系统的理财方法，这也是大学生消费结构失衡的

一个重要原因。现如今大学生的经济来源还主要是

依靠父母，即使出现不合理的消费问题也有父母在

后面为他们买单，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消费问题

不值得重视。在大学阶段同学们还可以依靠父母，

但进入社会后却只能依靠自己，大学生们要从在校

阶段开始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学习一些理财知识，

才有更大的可能在工作后避免“月光族”的命运，为

自己的人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父母赚钱也

非易事，大学生们大多数都已经成年，应当学会承

担自己的生活费用，而不是成为父母的负担，即使

在校期间自己的消费有父母为自己买单，但这并不

是大学生们不学习理财的理由，也不是纵容、放任

自己胡乱消费后产生的不良后果的解决措施。大学

生作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应该都明白自己

肩上的责任需要自己来承担。而在采访中也有显示，

在父母为自己买单后，多数大学生心里都会有愧疚

情绪产生，正因如此，大学生们才更要从长远考虑，

从现在开始，从在校期间开始，学习如何负担自己

的生活费用，如何提高理财能力，改善自己的消费

结构，减轻父母负担，为以后的工作与生活打下基

础，增加一份保障。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大学

生又处于个体社会化的关键阶段，消费观成为影响

他们行为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因此树立起正确的

消费观刻不容缓。我们要从日常行动做起，改善自己

的消费结构，合理规划每一笔支出，争取做到“花不

懊恼，买不轻易”，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为自己的未

来提交一笔理性的账单！

渊本报记者 廖恒妍 余铠丞 张秋举/文 许雯芳/图冤

现当下，大学生群体内出现了一

个新的流行词汇“隐形贫困人口”，指

的是有些人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

实际上非常穷，被欲望裹挟的年轻人。

当代大学生为什么会面临如此的消费

窘境？为此，本报记者在问卷调查时，

对我校的部分同学进行了随机采访。

在被问及经济来源的时候，绝大

部分同学表示其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

还是父母，额外的补贴是平时零散的

兼职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同

学对父母的依赖性是很强的。那么大

学生的生活费用都花费在哪些方面

呢？据调查显示，大学生消费大致分为

两类，一为物质消费，比如学习和饮

食、购物；二为精神消费，如娱乐消费、

旅游消费、恋爱消费等。影响大学生消

费的因素有很多，就消费渠道来说，近

年来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网上购物

已经成为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购物方

式，而大学生正是其中的主力军。18级

会计学院税收学2班的曾滟淞表示，除

了饮食和学习，大部分的消费都在网

络购物平台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总让

她克制不住自己的消费欲望，而下单

又非常的方便快捷，从而就“怂恿”自

己购买了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大学生是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具

有成年人的消费欲望，却不具备成年

人的经济实力，因此，绝大多数大学生

成为了“隐形贫困人口”，他们每月的

生活费还没到下个月月初就被全部用

光，甚至随着“花呗”的应用，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在透支自己未来的预算。“我

感觉自己现在有一种从众的消费心理，

舍友或者朋友需要购买的物品我有时

会跟随购买，而这些商品可能并非我当

前真正有用的。”18级国际教育学院金

融学1班的吴凌冰同学如是说。不正确

的消费方式，一方面由于当代大学生普

遍的从众消费心理，她们缺乏相应的消

费经验，因此在消费时会表现出缺乏理

性判断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性使

然，整个生物界长期进化的结果就是促

进生物注重短期效益，不进行长远打

算，导致超前消费。众所周知，这种不成

熟的消费心理容易导致大学生不必要

的开支，铺张浪费、超前消费、过度消

费也就应时而生。

如何改善大学生的不良消费观，

减少“隐形贫困人口”呢？转变消费观

念是第一步。我们要提倡摒弃虚荣、攀

比及盲从心理，养成适度消费、合理消

费这种科学健康的消费方式。18级设

计创意学院文化产业管理1班的翁烨

同学说道：“为便于控制自己每月生活

费的花销，我有记账的习惯，每一笔

账，无论大小，都有明确的收支记录。”

对于自己生活费的收支进行记账，能

让消费量入为出，通过每月定期对生

活费收支的统计，也能够分析自身消

费去向，从而更好地控制消费、理性消

费。除此之外，大学生应当清晰定位消

费的意义，明白消费是为了实现最高

的需求满意度，购买能力范围内最适

合自己的产品。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他们的消费价值观

对自身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也对国

家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

社会各界都应重视对大学生消费价值

观的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节俭意识，促

使大学生形成适度、合理、科学的消费

价值观，不做“隐形贫困人口”！

渊本报记者 陈怡霏 孙思琦 陈灵

欣/文 陈欣琳/摄冤

如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大学生这一消费群体也日益壮

大，对于当代青年大学生来说，多样化

消费无疑是他们紧随时代潮流的表现

之一。由于其消费方式多元化的特点，

消费观念在大学生群体中就显得尤为

重要，因此，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念

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当

代大学生对于满足精神文化需要、改

善学习条件等实现自我价值的投资型

消费呈扩大趋势，购买体育资源和参

加健身俱乐部等健康型消费的比重也

在上升，这充分说明了大部分学生的

消费理念是合理的。但不少学生的消

费状况也存在着若干问题，有的同学

依旧存在着攀比心理，为追求虚荣不

顾自身条件盲目消费从而酿成恶果。

同时，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上的过

度消费也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大开销、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往往出

现于此，例如朋友旅游、聚会唱歌之类

等活动。

在这些不良消费观念的背后，往

往有着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在新时

代的大背景下，大学生信息来源的主

要媒介是大众媒体，而当今社会享乐

主义、拜金主义、奢侈消费等不良消费

观念在某些自媒体上杂音不断，这就

使得年轻的学子难免受到影响。另一

方面，在独生子女占大多数的今天，父

母对于孩子极为溺爱的这一家庭因素

也是造成大学生不理性消费的重要原

因之一。同时，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较

差，个人在培养理性消费的意识上缺

乏主动性，没有经济独立的观念与主

动规划的行为也就无法将消费引上正

轨，从而产生不理性消费。

由此可见，影响大学生消费观的

因素很多，那么如何改正大学生的不

良消费观念呢？工商管理学院17级物跨

1班庄江东同学认为：“我觉得大学生关

于消费的自我认识是引导理性消费的

重要因素，如果自我意识不到位，不理

性消费随时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提高自

我的认知能力，从而避免产生不理性消

费行为。”自我认识不到位，所谓的攀比

心理、跟风消费、奢靡消费等现象时常

发生，而这所产生的后果是无法想象

的。据媒体披露，2016年18岁的小余欠

债三十多万，每天需要还款六七千元，

年后接踵而至的催款信息让她濒临崩

溃，三十余万的校园贷巨债令她结束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种“惨案”的背

后，学生们不会考虑到自己是否具有偿

还能力，只为了自己一时的消费欲望便

随意在贷款平台上借钱，3000元欠款能

疯涨至30万债务，为何会产生“疯狂”的

校园贷令人深思。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

不开学生因自我认知不正确而产生非

理性消费的影子，所以对于容易受到外

界诱惑的大学生而言，有一个正确的自

我认知能力，并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尤

为重要。

当代大学生是新时代建设的主力

军，是新时代的担当，但是消费观念偏

离正确轨道,又怎么能够称为是新时代

的新青年呢？因此，我们需要树立健

康消费理念，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习

惯，形成良好的生活作风，学会个人理

财规划，这才是一名优秀的当代大学

生、合格的社会新青年!

渊本报记者 何甜甜 张权巍/文 陈

欣琳 王艺彬/摄冤

我
们
的

钱
都
去
哪
儿
了
？

做“ 隐 形 贫 困 人 口 ”？不！

远离校园贷，拒做月光族

厉行勤俭节约，树立新的消费观

友宝机消费

逛淘宝

消费完快乐地回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