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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成因及其矫正支持研究

———以安徽省Ａ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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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消费异化现象正逐渐成为我国消费社会新兴突出问题之一。本研究以安徽

省Ａ大学为例，尝试将问卷调查法与无结构访谈法相结合获取相关数据，对当代大学生网络

消费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将其归纳为消费结构异化、主体收支失衡、消费节点不均和商品功能

选择失真四种表现类型。多维探析发现，该现象形成与消费资金增加、消费观念嬗变，消费工

具更新和外部环境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为了预防与避免这一现象产生，需要呼吁商品宣传

回归使用价值，加强理性消费观念培养，强化消费者身份属性认识，同时提升消费转型升级速

率，发挥家庭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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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网络消费以其便捷高效、商品种类多样、不受

时间、空间、地点限制等优势逐渐成为主流消费方

式。大学生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新生事物适

应性较强，网络使用熟练度高，他们对网络消费青

睐的同时，也表现出消费异化迹象。网络消费奢

侈化诱导部分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２０１６年

媒体曝光的网络“裸贷”导致女大学生自杀事件引

起强烈反响。网络消费滋生炫耀攀比心理使得学

生个人家庭经济负担加剧，过度网络依赖导致亲

子关系紧张，家庭内部矛盾丛生。网络消费异化

成为社会犯罪导火索，“手机ＩＤ贷”“裸贷”“套路

贷”“电信诈骗”案件下的巨型犯罪利益链条震惊

社会。高校 教 育 阶 段 正 是 青 年 三 观 塑 造 关 键 时

期，而当下网络环境所宣扬的盲目从众与超前消

费意识极易导致大学生思想观念产生偏差，忽视

风险意识，迷失身份认同，给个体成长，家庭发展

与社会进步带来一定阻碍与风险。
国外学者对于消费异化研究由来已久。马克

思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消费异化

的根本原 因［１］。托 斯·丹·邦 德·凡 勃 伦 提 出

“明显有闲”“明 显 消 费”等 概 念，并 对 西 方 世 界

新贵 阶 层 中 泛 化 的 炫 耀 性 消 费 现 象 进 行 批

判［２］。让·鲍 德 里 亚 肯 定 了 符 号 消 费 中 关 于 物

的论述，但反对以浪费方式达到符号意义建构目

的［３］。赫伯特·马尔库塞详细阐述了“虚 假 的 需

要”，指出正是人类具有“虚假的需要”，由此引发

“消费领域的异化”［４］。国内学者对消费异化研究

也逐渐成熟。吴迪、许志晋着力梳理并阐释了消

费异化理论的演进过程，并提出对相关理论进行

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５］。宁悦从

消费异化的行为生成逻辑层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异化、需求异化与消费异化三

者之间的相互作用［６］。黄祖辉结合西方学者佛洛

姆的消费异化论和后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论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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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网络消费异化现象做出哲学式反思［７］。刘

隽、蔡笑岳对大学生网络购物动机和特点进行分

析与列述，指出网络消费自身优越性是影响大学

生择其 作 为 主 要 消 费 方 式 的 主 要 原 因［８］。韩 淑

梅、刘同舫立足于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视域，
以批判范式解析现代消费者对商品背后所蕴含符

号价值的非理性关注［９］。综上，多 数 学 者 研 究 主

要从宏观视角出发，微观层面涉及较少，研究视角

与方式选择略显单一。其次，对群体消费异化表

现类型区分不尽明确，多维原因探析不足。随机

选取安徽省Ａ大学２００名在校学生为研究样本，
分别采用问卷调查与无结构访谈两种方式，实地

调查大学生群体网络消费的趋向因素，并对大学

生网络消费结构进行理论建构，归纳整合类型特

征。选取典型个案进行访谈，剖析网络消费异化

现象的共同性文化诱因与行为心理逻辑，最后从

政府、社会、家庭、个人以及网络环境等方面提出

相应矫正路径。

二、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现实表现

（一）结构异化：学习型消费占比式微

网络消费结构分化严重，呈现侧重娱 乐 性 消

遣，忽略发展性投入趋势。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约２０％的大学生每月消费低于８００元，约５０％
的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在８００～１　２００元之间，２５％
的大学生在１　２００～１　６００元之间，５％的大学生每

月生活费超过１　６００元。在问及“每月网络消费

中用于娱乐方面支出”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将网

络消费资金用于娱乐性消费，仅有不到十分之一

的同学选择用于学习支出。由此可见，学习型消

费在网络消费中逐渐弱化。
大三学生小Ａ（女）：上大学之前，只能在爸妈

监管之下网购，一般都是文具和学习资料，很少买

与学习内容无关的东西。读大学之后没人管了，
慢慢学会了跟团抢购和网络代购。我的专业教材

都是向学姐借的，在网上买新的太浪费了，就算买

来也不一定看，还不如把钱省下来用来买自己喜

欢的东西。
互联网作为新型消费平台与学习平 台，丰 富

的线上资 源 反 而 可 能 影 响 大 学 生 的 本 职 身 份 认

识。除了必须投入的专业证件考试报名费用，书

籍讲义和网络课程购买往往只占据很小比例，很

多学生连 本 专 业 教 材 和 正 版 学 习 软 件 都 不 愿 购

买，把钱消费在游戏充值，网络直播打赏与社交恋

爱上面。大学生群体中“入学标配三件套”———手

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用

于学习，而是用于看电影，打游戏等娱乐活动。

（二）收 支 失 衡：“入 不 敷 出”的 过 度

消费

当代大学生在互联网裹挟之下成长，极 易 受

到西方超前消费观念影响，“活出自己，享受当下”
的生活方式日趋常态化。据本次调查 显 示，３０％
的大学生没有关注过收支问题，７４％的大学生没

有理财习惯，２８％的大学生每月生活费难有结余，

４０％的大学生有过网贷经历。由此可见，大 学 生

对经济状况缺乏清醒认知与合理规划，在进行网

络消 费 时 往 往 过 度 乐 观、盲 目 从 众，自 我 控 制 力

弱，“月光族”“财盲族”“吃土党”成为当代大学生

消费者的真实写照。大三学生小Ｇ（女）：我每月

生活费用大 概 是１　２００元，根 本 就 不 够 花。电 话

费和宽带费要１５０元左右，每月光是点外卖最少

要花６００元，一个月逛“淘宝”５次，每次最少也要

１００元。衣服鞋 子 都 在 网 上 官 方 旗 舰 店 买，平 均

每季度两件，每件５００元左右，除此之外我还要买

化妆品……虽然大家看我用的东西很高级，但我

每月月底穷到“吃土”，只好到处找兼职做。
由于消费习惯缺乏引导，经济管理经验不足，

为了弥补经济收支差额，参与社会兼职以赚取更

多消费资金成为大学生首选策略。尽管如此，受

制于固定有限的时间安排，经济获取渠道仍显单

一。当资金收入与消费支出难以平衡，大学生的

学习、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关系必然为其所累。

（三）节 点 不 均：“寅 吃 卯 粮”的 超 前

消费

与以往“量入为出”消费理念不同，当代大学

生大多为独生子女，理性消费意识培养不足，奢侈

型消费、冲动型消费成为主要消费类型。多数大

学生热衷于“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一新兴消

费观念，“拆东墙补西墙”成为部分大学生的经济

生活常态———当月生活费在月初 就 被 花 光，这 个

月不够花就向别处借着花，这样下个月的生活费

也被提前花掉，下个月还得继续借，如此循环，越

借越多，越花越多［１０］。

大三学 生 小 Ｈ（男）：我 家 每 个 月 给 我１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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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开学初我 就 果 断 入 手 了 一 台 苹 果１１，每 月 得

拿一半出来偿还网络分期贷款和“蚂蚁花呗”，加

上电话费、宽带费用以及“逛淘宝”花费，一周就花

得差不多了。每次同学聚餐我只好待在宿舍吃泡

面，实在推不掉的话，就只好找室友借钱熬过这个

月，多数情况下会找爸妈预支下个月生活费。
热衷时尚，好奇新产品，使部分大学生被攀比

炫耀的虚荣心理吞噬。面对高价奢侈品，自我控

制能力较弱，在未对自身财力进行估算情况下也

要设法购置，于是表面“土豪”，背地“吃土”的畸形

生活方式充斥校园生活，这些大学生往往信用意

识与风险意识淡薄，企图以“借债还债”方式平衡

债务，结果往往泥沙俱下，陷入恶性循环的经济泥

潭之中。

（四）功能失真：本末倒置的价值追求

传统消费模式中，消费客体大多是实物消费，
商品购买目的在于满足现实使用需要，使用价值

成为商品选购的主导性因素。随着人们物质生活

逐渐富足，使用价值逐渐让位于符号价值。价值

追求的悄然嬗变在大学生身上体现明显，比如，由
明星代言或是打着“明星同款”“限量版”“豪华定

制版”宣传口号的商品更受青睐。消费行为的完

成并非完全取决于商品价格与产品质量，而是取

决于能否满足内心情感需求，能否彰显自身独特

价值与优越感，能否达成身份建构目的。
大二学生小Ａ（男）：我前段时间刚刚入手了

一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周边同学都是ＩＯＳ系统

了，我总不能还是安卓系统吧。自从用上新手机

之后，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身价倍增”。虽然用起

来和之前那款安卓手机好像没什么区别，里面很

多功能也用不到，但能不丢面子这钱花的就挺值。
商品之所以能够拥有符号价值，原因 在 于 商

品与商品 之 间 具 有 形 成 符 号 链 的 可 能［１１］。符 号

之间相互指涉衍生出庞大的意义系统，其象征意

义将消费群体进行阶级划分和集团归类。消费者

出于对社会地位营造和身份认同建设目的，将一

直处于对符号意义永无止境的追逐过程，而商品

也藉由符号价值刺激达到对消费者的驯化作用。
越来越重视符号功能，忽略商品实用功能，将会给

大学生人格和心理成长带来负面影响———攀比炫

耀心理滋生，冲动欲望膨胀，性格孤立叛逆，娱乐

至上，贪图享乐，责任感缺失……在商品功能失真

外衣下，实则掩藏的是当代大学生群体实验性自

我满足倾向下的价值失范。

三、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成因探析

（一）家 庭 供 给 相 对 充 足，收 入 渠 道 趋

于多元

近年来我国家庭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大 学 生

生活费也逐渐增加。当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
父母与祖辈对孩子投入溺爱体现为经济上的层层

加码。除家庭供给外，高校设立的奖助学金制度

与勤工俭学岗位也为其生活资金提供补充。问卷

调查显示：６０．５％的大学生生活费来源于家庭供

给；６．５％来源于奖助学金；１０％来源于学校勤工

助学岗位补助；２０．５％来自社会兼职；２．５％来源

于其他途径。这说明大学生主要收入来源于家庭

供给，资金获取渠道总体比较广泛。尽管大学生

尚未完全迈入社会，个体与首属群体呈暂时分离

状态，但经济独立程度日益提升，财富积累与管理

经验也正处于积累阶段。伴随着消费欲望不断扩

张，消费基础主观上亟待填充。
社会兼职 成 为 大 学 生 生 活 资 金 补 充 首 选 之

策。以抽取 此 次 调 查 安 徽 省 Ａ 大 学 数 据 得 出，

６０％的大学生有过兼职经历；３０％表示有 兼 职 想

法。在Ａ大学周边兼职市场中，家教老师是学生

普遍热衷的兼职工作，平均时薪为６０元，数理化

家教平均时薪为８０元；除外语家教外，文科家教

平均时薪为５０元。兼职时间总体比较固定，每次

上课２小时左右，每周５次，大学生通过家教兼职

每月可增收 约２　０００元。此 外，发 传 单 也 是 学 生

愿意从事的兼职工作之一，发完一次２００张的广

告传单，可获５０元报酬，一名学生每周可完成１０
次发传单工作，每月可增加生活补贴１　５００元左

右。相较于家教兼职和勤工俭学岗位，发传单更

加轻松，回报周期更快，时间安排相对灵活。也有

不少大学生选择游戏代练、淘宝刷单、网络促销等

兼职，但整体门槛较低，技术含量不足，专业对口

性差。经济 因 素 为 大 学 生 兼 职 选 择 主 要 考 虑 因

素，灵活性与随机性也被纳入考虑范畴。受“薪资

至上”原则影响，他们往往也能获取丰厚报酬，但

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

（二）消 费 观 念 类 型 嬗 变，“拜 金”主 义

气息渐兴

大学生在消费观念上表现得更加冲 动，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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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膨胀，理性因素式微，消费动机倾向于追求情

感满足。消费观念导向由经济型、社会型逐渐向

炫耀型、内享型发生转变［１２］。
网络消 费 凭 借 商 品 种 类 多 样，款 式 个 性 化

定制，货到付款，限 量 发 售 等 优 势 迎 合 了 大 学 生

追求时 尚 化、个 性 化 的 性 格 特 点。为 了 在 集 体

生活中突出自我，体 现 个 性，经 常 会 在 同 学 之 间

暗自比较，“人有 我 有，人 无 我 也 有”的 攀 比 心 理

渐渐普遍 化，这 类 学 生 在 进 行 消 费 选 择 时 更 加

看重名 牌 产 品。此 外，大 学 生 在 进 行 消 费 行 为

时更 加 盲 目 从 众，比 如，有 些 女 生 为 了 追 求 美

丽，跟风团购名牌 化 妆 品 和 时 尚 服 饰，为 了 追 星

购买天价 明 星 演 唱 会 门 票；男 生 们 则 更 多 因 为

沉迷网络 游 戏，把 省 下 来 的 伙 食 费 用 于 购 买 游

戏道 具 和 电 脑 软 件。于 是 伴 随 着 享 乐 主 义 盛

行，“拜金 主 义”在 校 园 内 悄 然 兴 起。所 谓 拜 金

主义又称金 钱 拜 物 教，是 随 着 私 有 制 和 商 品 货

币关系的产生而 出 现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一 种 腐 朽 没

落的价值观念。在 现 实 生 活 中，拜 金 主 义 表 现

为对金钱的 盲 目 崇 拜 和 迷 信，以 追 逐 金 钱 为 人

生的最高价 值，并 且 主 张 一 切 价 值 都 要 服 务 于

金钱价值［１３］。当大学生越来 越 沉 迷 于 网 络 消 费

快感，“金钱至 上”“一 切 向 钱 看”即 成 为 人 生 信

条，追求利 益 与 金 钱 最 大 化 被 他 们 当 作 人 生 最

终目的与 普 遍 价 值，精 神 文 化 和 道 德 伦 理 价 值

也让位于逐利意 识。面 对 目 的 合 理 性 与 价 值 合

理性的双重选择 偏 差，大 学 生“裸 贷”“卖 肾 买 苹

果手机”“援交”等不法行为就有了产生的可能。

（三）消 费 工 具 代 际 革 新，支 付 手 段 多

样转变

传统消费 平 台 主 要 以 线 下 实 体 商 店 消 费 为

主，受 时 间 因 素 和 地 域 因 素 限 制 大，形 式 比 较 单

一。从消费模式演进过程来看，计划经济下的消

费模式主要是凭票购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货币交换成为主流消费方式。在网络时代背

景下，线上消费平台强势崛起并逐渐成为消费社

会新宠，尤其是凭借电子货币安全、便捷、易于审

计、无纸化操作优势，网络消费愈发炙手可热。
消费平台从电脑门户网站延伸至移 动 终 端，

市场体量扩大倒逼支付手段不断更新。随着智能

手机时代来临，购物软件数量开发与投放呈几何

式增长态势。经调查发现，不同消费软件的受众

群体 呈 差 异 化 趋 势，例 如，面 向 女 性 消 费 者 的 有

“蘑菇街”“聚美优品”“小红书”等；面向男性消费

者的有“识 货”“男 士 购”等。据 本 次 问 卷 调 查 显

示，５２％的大 学 生 手 机 装 有 一 个 以 上 购 物 软 件，

９０％的大学生装有一个以上支付软件，这表示移

动支付已融入高校学生生活。此外，“蚂蚁花呗”
“京东白条”以及其他众多网络信贷平台的野蛮生

长，间接促进超前消费观念形成，不少大学生尽管

表面衣着光鲜，但私下里背负巨额欠款。此外，数
字化支付手段藉其优势对大学生消费情绪产生强

烈刺激。在使用电子支付时，交易模式比传统交

易环境更加轻松，消费者在付款时使用的是交易

符号，因而对资金流失不易察觉。大学生刚离开

家庭，三观塑造尚未完全定性，缺乏稳定持续的经

济来源与财务管理意识，面对如火如荼的网络消

费潮流，往往失去个体行为自控能力。

（四）消 费 环 境 渲 染 浓 烈，符 号 拜 物 文

化诱导

当前我国消费主义正处于跃升期，政 府 内 需

政策拉动与消费者现实需求内驱共同营造出全民

消费氛围。网络信息多元化与产品营销模式创新

促使更多企业愿意开通网络销售渠道，新颖促销

方式与完善售后措施使消费各个环节彼此安全嵌

套，向消费者传递出一种“无后顾之忧”的感觉。
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大众传媒 和 门 户

网站夹杂的巨量广告信息时刻刺激大学生视觉神

经。即时聊天工具、搜索引擎、电子邮件以及电子

商务 平 台 的 跃 迁 使 网 络 消 费 更 受 欢 迎，新 潮、便

捷、高效、价格优势成为消费渲染有效着力点。此

外，电子商务平台对于网络消费文化的铺陈与渲

染作用明 显。据 大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９年 天 猫 双１１
全天成交额为２　６８４亿元人民币，超过２０１８年的

２　１３５亿元人民币，频频刷 新 纪 录。受 到“从 众 效

应”影响，部分网络商家的促销活动逐步演化为全

民的消费狂欢。
以网络游戏道具推销为例，据问卷调 查 结 果

显示：约６７％的 大 学 生 有 过 购 买 经 历；２０％的 大

学生玩家经常购买；１５％的大学生玩家是“骨灰级

氪金玩家”；４０％的大学生表示并不排斥虚拟商品

续费行为。在对Ａ大学中１０名同学进行访谈后

发现，虚拟商品消费受众主要集中在大一、大二，
年级越高则消费频率越低。网络游戏的高热度、
高流量、流行化特点使游戏道具购买率与复购率

很高，游戏厂家层出不穷的推销手段是大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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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趋之若鹜的重要因素。比如，时下正火的网络

游戏《英雄联盟》，游戏厂家竭力打造一系列职业

赛事与游戏文化，经常推出“礼包抽奖”活动吸引

玩家购买“皮肤礼包”（游戏道具）。正是商家抓住

消费者渴求中奖的侥幸心理，导致很多大学生玩

家难以抵制诱惑，对广告宣传失去免疫能力，成为

商品拜物教的傀儡。

四、矫正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路径

（一）商 品 使 用 价 值 复 归，倡 导 基 础 物

质价值

面对商品 价 值 迷 雾，马 克 思 一 语 道 破 天 机：
“使用价值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价
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１４］。由此

可见，商品真正价值在于本身物质性特征。网络

商家过度宣传商品背后的符号价值，忽视原始使

用价值，显然违背商品消费存在的本真意义。信

息不对称容易造成价值认知发生偏差，个体暂时

失去判断能力。当商家将商品价值刻意夸大，隐

藏不利因素时，受偏重性信息与先占性信息干扰，
消费者往 往 会 忽 略 商 品 基 础 物 质 价 值 与 潜 在 弊

端。因此，网络消费平台在进行推销宣传时必须

自觉遵守营销原则，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证宣

传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正确性。网络监管部门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制度化形式督促商家对商

品真正内在价值进行准确说明。规范舆论传媒，
打击“饥饿营销”“泡沫营销”“兴奋点营销”等不道

德营销手段。
大学生在进 行 消 费 选 择 时 应 将 商 品 基 础 物

质价值置 于 首 位，不 断 提 升 商 品 价 值 内 涵 认 知

能力。坚 持 对 网 络 产 品 宣 传 内 容 人 为 袪 魅，避

免产生符 号 价 值 迷 信 心 理，厘 清 价 值 与 价 格 二

者之 间 关 系。高 校 适 当 开 展 消 费 知 识 教 育 课

程，帮助大学生树 立 正 确 消 费 观 念，引 导 他 们 摆

脱符号桎梏。

（二）理 性 观 念 有 序 引 导，强 化 身 份 认

同管理

理性消费在消费观念上具体表现为正确认识

自身经济条件，合理安排财富资源以及对非理性

消费行 为 的 严 格 把 控。在 实 践 上 表 现 为 审 时 度

势，了 解 商 品 真 实 使 用 功 能 以 及 自 身 真 正 所 需。
明确消费目的，避免在消费过程中受到外界错误

消费观念干扰。
符号消费本质上就是身份认同和阶层重构的

双重过程，也是个体调动主客观条件积极探寻自

我归属，进而 定 位 阶 层 身 份 的 过 程。［１５］面 对 大 学

生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需要将社会认同与自我

认同二者相结合，从情感依赖、态度认识以及外在

行为等方面对其进行必要区隔。此外，大学生应

对消费亚文化保持高度警惕，仔细甄别并抵制多

元符号文化诱导。个体对外在复杂环境变化保持

实时更新状态，解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共同

协变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准确进行自我定位，
预防越轨行为和心理产生。大学生在“学生”“准

社会人”“消费者”三种身份扮演过程中，需要树立

主次分明的身份管理意识，避免因阶层身份认识

碎片化而产生身份冲突。对主要身份进行合理定

位趋 同，了 解 并 选 择 与 身 份 相 吻 合 的 文 化 符 号。
在消费过程中对商品符号象征保持准确认识，不

断纠偏消费习惯，调整心理期待，避免受到“从众

效应”和“势力效应”影响。

（三）建 立 健 全 消 费 体 制，促 进 消 费 转

型升级

消费体制的健全是当下我国经济内需拉动的

重要外部条件之一，消费体制健全表现为消费信

贷体系建设与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建设并进式发

展［１６］。信贷体系 制 度 是 大 学 生 资 金 周 转 的 重 要

形式，它以国家法律作为强制性保障，可以防止大

学生因资金周转困难而从事越轨行为，有利于降

低社会犯罪率。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首先

要加强网络消费立法工作，以法律条文形式固化

消费者权益保障，严厉打击欺骗性宣传与“霸王条

款”。完善网络消费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消费

者消费体验。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适当提高奢侈品关税。倡导消费多元化，鼓励发

展型消费、学习型消费支出。面对经济基础日益

夯实下衍生的庞大消费市场，推动网络消费实现

健康转型升级尤为需要。消费发展趋势理应是一

种良性变动过程，新一轮网络消费升级方向要立

足于消费结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与消费水平的

变化态势，侧重于消费的安全性、体验性、时尚性、
智能性、共 享 性、健 康 性、文 化 性 与 个 性 化 发 展。
促进消费转型升级是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

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所在，也是预防和矫正大学

生网络消费异化现象的根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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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 挥 家 庭 约 束 作 用，塑 造 勤 俭 至

上家风

　　家庭是个体的初级群体，承担着个体社会化

的基本功能，对个体越轨行为具有指导和约束作

用。新时代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他们集长辈

万千宠爱于一身，几乎有求必应。随着家庭收入

水平提升，他们享受着更加优渥的物质生活环境。
当过度宠爱演变为溺爱，任性妄为，铺张浪费，爱

面子，讲 排 场 等 不 良 消 费 心 理 便 有 了 滋 生 可 能。
因此，针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问题首先必须在

家庭层面予以严格约束，比如，利用信息化平台加

强家庭与学校的联系，多渠道了解孩子各方面发

展情况，定期与孩子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学

习和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在经济上采取“适度

供应”方案，加强财商教育与人格培育力度，重视

理性关怀和思想道德教育。此外，家长自身也需

加强对网络的了解与使用，在保障基础隐私权基

础上对孩 子 的 网 购 账 号 和 网 银 账 号 进 行 必 要 监

管，及时干预和限制不当支出。
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家庭 教 育 对

孩子的性格，思想以及行为等方面影响深远持久。
传统家庭教育模式通常是家长包办型，即父母为

孩子打理好一切，解决所有问题并尽可能提供足

够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父母垄断经济权力往往

使家庭忽略对孩子的财商教育，甚至出现刻意弱

化倾向。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关键时期，家庭教

育扮演着滤清社会消极因素的“净化器”角色。面

对肆虐社会的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父母应该言

传身教，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在日常生活上

做到节约资源，理性消费。比如，培养家庭成员节

约水电意识，消费选择以实用商品为主，拒绝购买

一次性产品。忆苦思甜，经常向孩子讲述祖辈的

勤俭持家故事。塑造“成由勤俭败由奢”“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的家风观念，让勤俭节约与艰苦奋

斗精神成为家庭主流意识。

　　五、结语

在全民消费的时代背景下，网络消费 已 经 成

为大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消费方

式相比，大学生对网络消费表现出更强的依赖性，
由此引发的网络消费异化现象需要引起重视。这

就需要社会、高校、家庭等方面共同合作，积极宣

扬正确价值观念，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时代主旋

律。充分发挥网络消费资源优势，满足大学生生

活与学习需要；同时也要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消

费环境，正视商品价值功能，摒除不良消费文化误

导。外力矫正与内向纠偏相互结合，共同助力大

学生回归正常消费轨道，为保障其顺利走入社会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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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刘喜怀．当代大 学 生 消 费 行 为 特 征 及 市 场 开 发［Ｊ］．

学术交流，２０１３（０３）：２１６－２１９．
［１１］李恩来．物、人、需 求———鲍 德 里 亚 对 消 费 社 会 三 位

一体的批判［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７（０１）：３０－３４．
［１２］侯艺．当代青年消费现状及对策 研 究［Ｊ］．中 国 青 年

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１０７－１１２．
［１３］党建强．个人主义、拜金主 义、享 乐 主 义 辨 析［Ｊ］．思

想政治课教学，２００８（０３）：７－９．
［１４］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Ｍ］．列 宁 斯 大 林 著 作 编 译

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７－５１．
［１５］张成林．符号消 费 视 域 下 当 代 大 学 生 身 份 认 同 的 逻

辑分析［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９（０６）：１０２－１０５．
［１６］臧旭恒．关于完 善 促 进 消 费 体 制 机 制 进 一 步 激 发 居

民消费 潜 力 的 几 点 思 考［Ｊ］．消 费 经 济，２０１８，３４
（０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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