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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Based on Consumer Behavior —— Taking Some 
Univers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of China as an Example  
Sen Li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online consumptio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behavior have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their consumption behavior is more and more inclined to online consumption. At present,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alu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re carried out based o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behavior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value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and positively guid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concepts and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some meaningful dat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umption field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optimize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som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Liaoning Province of China as 
samples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ir consumption concepts and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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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行为的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研究——以中国辽宁省
部分高校为例 
李森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

随着现代网络消费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消费行为越来越倾向于网
络消费。目前，中国对大学生网络消费的价值观予以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基于大学生消费行为开展调查研究，以充分获
悉其所持有的价值观现状，进而为有效促进和正向引导中国大学生消费观念和行为的正态发展。同时，还为中国大学生在消
费领域的诸多问题研究工作提供一定意义的数据参考，从而优化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为此，论文以中国辽宁省部分
高校大学生为样本，从价值观角度对其消费观念和行为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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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大学生的消费能力和质

量普遍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加强其社会主义消费价值观的

有效建设和正确引导已成为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重点。中国

大学生主要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开展个人消费行为，当前消费

主义的价值观几乎弥漫在每所校园生活和文化之中。论文通

过问卷形式，对中国辽宁省部分高校大学生消费行为进行广

泛的数据调查，以此为研究契机，为进一步有效树立大学生

正确的消费观念和引导其正确的消费行为贡献可行方案。

2 基于消费行为的大学生价值观调查情况概述

本次调查对象为中国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沈阳航

【基金项目】论文为 2018 年中国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立项

课题《大学生消费行为与其价值观构建交互影响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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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航大学、沈阳工程学院等四所辽宁省高校的部分大学生，

按照大一到大四进行了分级抽样在线调查。本次在线调查共

向四所高校发放问卷 500 份（每校 125 份），并全部成功收

回，且均为有效问卷。其中，女性占 53%，为 265 人，男性

占 47%，为 235 人。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一到大四的学生

参与本次调查的占比情况分别为：22.5%、30.2%、27.5%、

19.8%。

总体看，问卷分布情况较为均匀，其中，大二和大三学

生占比数据较高，成为大学生消费的主要群里。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大二、大三学生相对大一学生而言，他们对校园生活、

学习和文化更为熟识，且其消费观念也较为“成熟”，同时

又尚未面对大四学生在升学、就业方面的压力，从而促使其

更加积极地倾注自己的消费热情。同时，调查数据表明，女

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家长对女性给予“富养”

理念上经济支持，以及女性朴素的“购物”积极性明显高于

男性。 

3 中国辽宁部分高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现状分析

本次针对辽宁地区高校大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主要围

绕学生网络消费经历、可支配生活费以及每月网络消费的金

额等方面进行细致调查。

3.1 网络消费增长迅速且包含风险

在进行网络消费经历调查中，高达 99% 的调查对象都有

过网络消费经历，其中有 62% 的大学生从高中阶段就有了网

络消费行为。但有将近 50% 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自己从未接

受过正向的消费引导，多半是自行进行网络消费学习。可见，

大学生对新兴的消费行为接受度较高，网络自学能力较强。

但从侧面反映出了当下社会和学校对学生开展网络消费行为

进行必要的、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活动的严重缺失和不足。

此外，2020 年 4 月 28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0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 64.5%，从网民上网方式来看，手机上网的普及率最高，

达 99.3%，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8.97 亿人。其中，学生群体占

比最大，占比 26.9%。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

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1] 具

体数据分析，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图 1 中国网民上网方式占比

（资料来源：CNNIC，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 2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CNNIC，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 3 中国网民职业结构

（资料来源：CNNIC，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由图 1、图 2、图 3 可知，手机上网因其简单便捷的特性，

现阶段越来越受到中国广大网民的欢迎和青睐。而作为对新

兴事物拥有着浓厚兴趣和极强适应性的学生群体在网民中占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8.4909



17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8 期·2020 年 08 月

据着较高的比例，其网络行为的规范性倍受国家、社会、学

校和家庭的高度关注。

数量如此众多的大学生通过手机终端积极地参与网络冲

浪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网络消费行为，这在一定程度

上必将能增添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暴

露出较高比例的盲目消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信贷

消费等不恰当、非理性的消费行为，由此给个人和家庭带来

沉重的债务负担。诸多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校园贷”，甚至“裸条贷”，极易造成学生个人的信

用危机，影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3.2 可支配生活费大幅增加

通过对辽宁省各大高校进行大学生可支配生活费调

查中发现，每月生活消费在 1500 元以上的学生占 30%，

1000~1500 元 的 学 生 占 40%，500~1000 元 的 学 生 占 25%，

500 以下的学生占 5%。由此可见，辽宁省各大高校的学生消

费水平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辽宁省良好的社会经

济基础。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良好的社会

经济基础的有力助推下，必然会有效增进每个家庭的经济收

入，同时也必将扩大每个学生在生活费用上的支持，在此意

义上，则极大激发了学生们更加强烈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

3.3 网络消费支出金额较高

在中国辽宁省各大高校学院进行学生的消费金额调查中

发现，学生每月用于网络消费的金额占其生活费达 20% 的

学生占比为 32%，即每月网络消费支出平均在 200~300 元区

间。每月用于网络消费金额占其生活费达 35% 的学生占比为

32%，即每月网络消费支出在 300~400 区间。只有 25% 的学

生每月网络消费金额在 150 元以下。从分析可知，辽宁高校

学生的网络消费金额较高，这与其可供支配的个人生活费有

着直接关系。但总体来看，辽宁高校的学生消费行为尚处于

相对合理的状态，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其消费观的正向引

导力度。

4 辽宁部分高校大学生消费行为呈现的特点

通过对 500 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得出当下辽宁

地区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特点，从而进行有效的消费观引导。

4.1 消费结构的多元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规模总量的大幅提升，大学生可支配

的生活费也随之有较大提高。不断刺激和影响着学校周边的

经济环境，同时也引发了网络消费的热潮。从大学生的消费

结构上看，具有多元化特点。这不仅在学习、衣食、娱乐、

旅行等领域的物质消费需求，同时也体现在人际交往领域。

其中，在消费的质量层面更为注重。根据调查显示，51% 的

大学生在假期都会发生出行旅行消费的经历。同时，30% 的

大学生有健身消费的需求，20% 的学生有恋爱相关消费需求。

由此可见，辽宁省高校的大学生的消费结构趋于多元化态势。

4.2 消费能力的差距化

由于辽宁省各大高校生源分布较广，学生们来自各个地

区的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由于每个家庭的消费能力存在不

同程度上的经济差异，从而导致学生们的消费能力和行为也

相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大学期间，学生们在经济上大都不

具备独立性，其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家庭支持。因此，相较

于家庭经济环境更加优越的学生，家庭经济环境相对较差的

学生，其消费的能力较低，消费欲望受到更多的限制。经调

查显示，生活费为 500~800 元区间的学生，平时的消费范围

多半用于基本衣食和简单的日用品购买方面。相对而言，在

娱乐性消费方面则明显表现不足。而生活费在 1200 元以上的

学生则更加注重在娱乐、旅游等消费项目上的经济投入。与

此同时，也会较频繁地发生网络消费行为。其每月的消费支

出远远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由于经济上的较大差异，

导致部分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存在着较大差距，即

不平衡性。

4.3 男女性消费行为的差异化

根据问卷显示，辽宁各大高校的学生中，男女性消费行

为存在着诸多差异。分析女性的有效问卷可以获悉，其日常

的消费行为多为网购、出游等项目，对于时尚消费的热衷与

追求相对较高。而男性的消费支出多偏向于健身、运动、游

戏等项目。男性更加追求电子产品的消费和体育用品的消费

支出。同时，在消费额度上，男女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女性

每月的消费金额往往高于男性，且相对于男性多半选择一次

性消费的行为而言，女性的消费行为更多的表现为平均摊销。

由此可见，在学生消费群体中，男女性之间也存在着的显著

的不平衡性。

4.4 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普遍化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显示，辽宁各大高校学生在实施其消

费行为时，广泛存在着非理性消费行为。例如，对某时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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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狂热追求，为此甚至不会顾及购买价格较高的名牌。再有，

在消费过程中，他们更多地只关注产品在流于形式上的时尚

设计和美观度，却往往忽视了其所具备的实用价值和品质问

题。此外，他们的消费行为过于求新，由此引发的其生活用

品的换新率较高，造成了不必要的二次消费、重复消费现象。

更有一种严重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即在大多数学生当中，都

存有一定程度的攀比性心理，他们盲目地跟风消费行为不但

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不利于其正确、健康

的价值观的完善和建设。

4.5 消费能力提升的自主化

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分析显示，有 27% 的学生曾经或正在

借助兼职活动来提升个人的消费能力。在校期间，学生的主

要经济支持来源于家长所提供的生活费，这对于家庭经济环

境尚不非常优越的学生而言，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都受到

了很大程度的束缚和限制。因此，许多学生主动或被动地选

择社会兼职活动，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但有 10% 的学生

认为兼职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习成绩，甚至应到学

业的完成。持此观念的学生认为，当前学生的主要任务仍是

学习，如果在大学期间参加兼职将会有悖于初衷。因此，他

们认为适当地尝试兼职活动，增加点个人社会实践经验尚可，

如果只片面追求提高个人消费能力而进行多项兼职活动，则

往往不利于大学生消费价值观的正确建构。

5 基于消费行为的大学生价值观构建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辽宁各大高校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和

消费行为等现状及特点已经基本呈现出来。基于此，从以下

五个方面对其价值观的正确构建做必要的正向引导。

5.1 注重家庭教育熏陶，培养正确消费习惯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和价值观树立都产生着巨

大影响。家长可谓是家庭教育的主导者，是子女的“第一老

师”，其持有的消费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对子女的消费行为起

到示范性和引导性作用。然而，现实是许多家庭教育缺乏正

确的消费观念，其消费行为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盲目的非理性

行为。家长一般只是信誓旦旦地为孩子提供生活费，却往往

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当前，虽然“二孩”政策放开，

但独生子女仍是各大高校学生的主力军。他们从小备受家庭

宠爱，经济上鲜有委屈，致使其金钱观念不强，消费行为缺

少合理的规划和必要的节制，多半处于大手大脚的失控状态，

长此以往，将对其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对其个人

未来的成长和发展都将造成严重的制约和影响。为此，家长

应该格外注重自身消费观念的正确建构，并在生活中积极践

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正确消费行为，从正面对子女

进行直接有力的教育和引导。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感染和熏

陶下，“家长与子女及时进行有效沟通，有助于引导子女

合理安排收入，对子女形成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并起到积

极的引导作用。”[2] 促使子女从小就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5.2 坚决遏制攀比之风，营建清新校园氛围

如何正确教育和引导学生实施恰当的消费行为呢？首

先，要求学生们在思想上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并以此为行动指南，正确指导自己的消费

实践活动。其次，学生应当“抱定宗旨”[2]。蔡元培先生在其《就

任北大校长之演说》中关于大学的性质曾明确阐释“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入法科者，分为做官；入商科者，

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3] 同时，由内因推导外因，

再经内外因充分结合，即学生个人思想上的积极建构的同时，

在学生主体外部须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在学生培养上必能

取得良好效果。时下，校园内总是隐现着攀比之风，这种外

部消极环境对学生的价值观的树立是非常不利的。而“引发‘群

聚性’攀比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个体缺乏对于消费思维

意识的明确认知”[4]。对此，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及时正确地

引导学生对自己所具备的真实消费能力做出客观的、清晰的

评估和认识，与此同时，针对消费能力不同的学生群体和个

体进行消费观念的正确引导。再者，广泛开发校园内部的勤

工俭学项目，为生活费较低的学生提供适当的兼职渠道。这样，

学生便可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勤工俭学，在帮助学生获得一定

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还大大

增加了学生实践的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在校园内积极组织

和开展公益宣讲活动，让学生理性看待消费，避免攀比之风

的侵蚀。并针对网络、电信等诈骗案例科学解析，有效加强

学生在消费行为过程中的警惕性和防范性。通过及时有效的

措施和正确引导，从而使学生群体树立科学消费观念，促进

高校风清气正的消费氛围建设。

5.3 开设价值导向课程，树立科学消费理念

高校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重阵，除了教师的言传身教

外，课程内容的科学设置对学生价值观正确树立同样起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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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促进作用。而在校大学生，其经济能力不足，很大程度

上难以实现经济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伴随其学习的过程中

的各种消费行为均与其所秉持的固有的、尚不成熟的价值观

念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因此，在学生稚嫩的价值观仍

在不断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高校课程体系中的价值观导向

课程将从德育的高度和科学的角度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念，进而开展理性消费的活动。“高校应集合校内教育资源，

向学生开设经济、金融常识普及性课程，提升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引导学生计划并管理好自己的消费行为，帮助大学生

识别网络借贷消费的风险，增强大学生的风险识别能力。”[2]

为便于课程设置和开展，也可先借助思政课对学生加强马克

思主义消费观念的引导和传播。同时，高校还可以将这类主

题的精品课上传到学校相应的网络平台，作为网络课程资源

随时供学生在线点播学习。此外，为配合学校线上线下课程

对学生消费思想的积极教育和正向引导，力求实效，学生工

作副书记、辅导员、班导师和班级干部等学生管理的相关工

作人员需通力协作，密切关注学生的消费动态，一旦其有悖

正确的价值观取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时，应及时对其进

行必要的沟通和疏导，强化其对价值观建设的正确理解和认

识，从而避免学生走向不归的消费歧途。进而让学生清晰地

认识到，大学生活中比消费行为更加重要的是应努力提升专

业素养和技能，这也是为未来能拥有强大消费自信和能力的

重要基础。

5.4 借助社会舆论导向，促进学生文明消费

家庭教育的良性熏陶、学校教育的正向引导，对于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崇高的价值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功

不可。然而，作为未来社会成员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校期间，

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和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同时放眼

未来，学生们也必将告别母校，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广阔

而漫长的社会工作和生活当中。因此，社会总体价值观对学

生的价值观进一步有力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

当前社会中，不同程度上仍存在着的如奢靡之风、享乐主义、

物质主义等诸多消极思想弥漫在学生周围，这将从不同层面

对学生的价值判断和塑造造成负面影响和制约。社会客观上

的价值诱惑，加上学生主观上的价值误判，造成学生深陷网

络信贷，实施与自身经济能力不符的超前消费。更为甚者，

社会上花样百出的消费骗局，诱使学生虚假消费，致使学生

频频陷入巨额金融债务的纠纷之中。

总体上，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不足，面对复杂的社会

现象，常常在一时之间无法辨明真伪，由此造成的不必要的

麻烦，学生自己固然有一定责任，但从客观环境上看，造成

学生“误入歧途”的主因还是社会。我们的社会更应该担负

起主要职责，一方面沉痛打击不良商家和个人的欺诈行为，

另一方面更要加强社会道德诚信建设，积极倡导和弘扬社会

主旋律，形成强大的社会正能量。同时，有效发挥社会舆论

的正确导向，构筑坚实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进而引导和促

进学生完善个体价值体系建构，从而在必要的消费活动中开

展自身正确的、理性的、文明的消费行为。

6 结语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各界的消

费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改善和提升。通过对辽宁省四所高校学

生的消费行为的问卷调查和深入分析，一定程度上获悉了当

前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进而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等多个方面提出加强学生价值观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以此促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有力塑造，从而进一步构

建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营造出理性的、科学文明的消费氛围。

众所周知，大学生是构成中国社会群体的一支庞大而重

要的力量，国家、社会、高校和家庭应达成“四位一体”的

思维共识，通力协作，共同努力，有效地帮助大学生牢固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为其后续踏入社会做好充分的、必要的

积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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