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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消费心理，指的是消费者在社会总体消费环境的影

响下，调节控制自身消费行为的心理现象，消费心理影响消费

行为。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迅速地

丰富多样化，现代的社会处处充满着物质享受的诱惑。高职

生作为社会中特殊的群体，处在青春期的他们，有着强烈的自

尊心，好面子，盲目地追求时尚等特点，他们又面临着来自东

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的消费观的冲突。目前，高职生中出现了

消费的不合理性，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心理和行为问题，而且

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因此了解我省高职生的消费现状，培养

他们健康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对高职生的成长成才有着重要

的实际意义。在消费观念的研究中，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

较多，但针对高职生的却很少，同时也没有对性别，年级进行

细致的划分。因此，本研究对扩大消费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范

围及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将从高职生实际

的消费心理特点出发，探讨帮助高职生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

观的对策。

一、对象与方法

( 一) 被试 在海南省不同地区的 3 所高职院校，选取大一

到大三学生作为被试。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84

份，有效率为 96. 8%
( 二) 工具 以李涵编制的大学生消费心理调查问卷为工

具，问卷共 26 个题目。问卷将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假设为以下

五个维度: 消费心理假设为以下五个维度: ( l) 节约型消费心

理: 即大学生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节俭、有计划、理智的消费

心理。( 2) 冲动型消费心理: 大学生在受到外部购买因素诱

惑下，产生的情绪化、无意识的消费心理。( 3) 享乐型消费心

理: 大学生为追求享受和舒适产生的消费心理。( 4) 随心所

欲消费心理: 大学生所具有的没有特定目的和随意的消费心

理。( 5) 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 大学生为了满足虚荣心或为

了体现自身的优越感形成的攀比消费心理。经检验发现问卷

内部 一 致 性 信 度 为 0. 6804—0. 8273，结 构 效 度 为 0. 672—
0. 779，说明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的要求，能作

为研究的测量工具。
( 三) 统计学处理 数据资料利用 SPSS13. 0 进行统计分

析。

二、结果分析

( 一) 高职生消费心理方式的一般特点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节约型 6 30 24. 4 4. 5

冲动型 4 20 10. 7 2. 7

享乐型 6 29 14. 1 4. 7

随心所欲型 5 25 12. 8 3. 0

爱慕虚荣型 3 25 9. 3 4. 1

表一:高职生消费心理的一般特点分析

由表一可以看出，高职生在节约型消费心理的维度上得

分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的消费心理方式，爱慕虚荣型消费心

理得分最低。各因素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依次为: 节约型消费

心理 ＞ 享乐型消费心理 ＞ 随心所欲型消费心理 ＞ 冲动型消费

心理 ＞ 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这说明高职生消费心理总体上

是健康理智的，但也有小部分的高职生存在消极不理智的消

费心理，需要加以关注与引导教育。
( 二) 高职生消费心理的性别差异

性别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 Sig.

节约型
男 261 24. 5 4. 0

女 223 24. 3 5. 1
4. 1 . 04

冲动型
男 261 10. 9 2. 4

女 223 10. 4 3. 0
14. 7 . 00

享乐型
男 261 14. 0 4. 6

女 223 14. 3 4. 8
1. 4 . 23

随心所欲型
男 261 12. 7 3. 0

女 223 12. 9 3. 0
0. 06 . 80

爱慕虚荣型
男 261 8. 7 3. 9

女 223 10. 0 4. 1
0. 6 . 43

表二:高职生消费心理的性格特点分析

由表二可以看出，高职生消费心理存在性别差异。在节

约型消费心理、冲动型消费心理两个维度上，高职女生得分高

于高职男生，且差异显著。在享乐型消费心理、随心所欲型消

费心理、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三个方面，高职男生得分高于高

职女生，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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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高职生消费心理的年级差异

( I) 学生年级 ( J) 学生年级 平均差异 标准差 Sig.

节约型
大一

大三
大二

2. 0 0. 4 . 00

0. 8 0. 6 . 18

冲动型
大一

大三
大二

－ 0. 6 0. 2 . 02

－ 1. 0 0. 3 . 00

享乐型
大一

大三
大二

－ 2. 6 0. 4 . 00

－ 1. 6 0. 6 . 01

随心所欲型
大一

大三
大二

－ 1. 2 0. 2 . 00

－ 0. 6 0. 4 . 12

爱慕虚荣型
大一

大三
大二

－ 1. 1 0. 4 . 00

－ 1. 5 0. 5 . 00

表三:高职生消费心理的年级特点分析

我们以年级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职

生消费心理的五个因素上存在主效应。接着对五种消费心理

进行事后检验发现: 在节约型消费心理上，大一学生得分最

高，其次是大三学生，得分最低的是大二学生，大一与大二学

生差异显著，大二与大三学生的差异不显著。在冲动型消费

心理、享乐型消费心理、随心所欲型消费心理、爱慕虚荣型消

费心理四个维度上，大二的学生得分最高，且大一与大二学生

的差异显著，大二与大三的学生在冲动型消费心理、享乐型消

费心理、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差异显著，在节约型消费心理、
随心所欲型消费心理差异不显著。大一与大三的学生在消费

心理上差异都不显著。结果说明大二是高职生在消费心理上

出现问题最多的时期，需要特别注意 .
( 四) 高职生消费心理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方面的

差异

子女情况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 Sig.

节约型
独生 124 23. 0 5. 0

非独生 360 24. 9 4. 2
10. 4 . 00

冲动型
独生 124 11. 5 2. 7

非独生 360 10. 4 2. 7
0. 1 . 65

享乐型
独生 124 15. 5 4. 8

非独生 360 13. 6 4. 6
0. 2 . 58

随心所欲型
独生 124 13. 3 3. 2

非独生 360 12. 7 2. 9
4. 0 . 04

爱慕虚荣型
独生 124 11. 0 4. 6

非独生 360 8. 7 3. 7
13. 3 . 00

表四:高职生消费心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分析

由表四可以看出，高职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冲动

型消费心理、享乐型消费心理上差异不显著，但在节约型消费

心理、随心所欲型消费心理、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三个维度上

差异显著。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有更多的节约型消费心

理，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有更多的冲动型消费心理、享乐型

消费心理、随心所欲型消费心理、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
三、讨论

( 一) 高职生消费心理的一般特点

调查发现，高职生在节约型消费心理维度上得分最高，爱

慕虚荣型消费心理得分最低。这表明大部分高职生的消费心

理是积极健康的，这与前人对大学生消费观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我们也发现，高职生中小部分存在消极不健康的消费心理，

这不容忽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目前社会上不断

涌现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并渗透到高校校园中，加之

一些高职生家长对子女的溺爱放纵，以及高职生冲动、情绪

化、自制力差的心理特点，使得部分高职生存在不良的消费心

理。
( 二) 高职生消费心理的性别特点

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高职生在消费心理上有所不同，高

职男生更倾向于随心所欲型消费心理、享乐型消费心理和爱

慕虚荣型消费心理。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致，我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男尊女卑，因此男性在消费中往

往比女性更要面、更争强好胜，男生打肿脸充胖子、乱花钱的

情况容易出现。而女生相对来说更能够体谅家长劳动的艰

辛，所以倾向于节约型，但女生性格中情绪化非理性的成分更

多，她们把购物消费当成一种缓解压力、平衡情绪、宣泄郁闷

的一种方法，因此女生会出现冲动型消费。
( 三) 高职生消费心理的年级特点

结果表明，大二是高职生容易出现更多不良消费心理的

时期。其原因可能是，大一的学生刚踏入大学校园，仍然保持

着简单纯朴的中学习惯和作风，所以花费较为节约，大三的学

生开始顶岗实习，在工作中体会到挣钱的不容易，对于自己挣

来的钱也会相对珍惜，不乱花，而大二的学生逐渐熟悉大学环

境，学习和生活较为轻松，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出

现攀比、爱慕虚荣等消费心理。
( 四) 高职生消费心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特点分

析

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节约型消费心理、随
心所欲型消费心理、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三个维度上差异显

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过分

的爱护体贴，独生子女就容易被溺爱和放纵，形成以自我为中

心、冲动、爱表现自己等性格特点，在消费商则体现为随心所

欲型消费心理与爱慕虚荣型消费心理。非独生子女更多地考

虑到其他兄弟姐妹，性格一般比较谦让，所以更容易形成节约

型消费心理。
四、引导对策

对于高职生的消费问题，社会、政府有关部门、家庭、学校

都应该发挥各自的职能，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积极的消费心理，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进行科学合理的消费。
( 一) 利用大众媒体的宣传

毫无疑问，现代生活中传媒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媒

体制作的大量影像和信息，带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引领着社

会的时尚潮流，它对高职生的消费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

此，我们应该加强利用广播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大众媒体宣

传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倡导正确的

社会舆论，改善社会大环境。
( 二) 发挥家庭教育的职能

在家庭的日常开支中，家长要以身作则，杜绝铺张浪费，

反对盲目攀比，让子女从小养成节约勤俭的良好习惯。即使

是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也要抵制一味追求奢华享受的

生活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子女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优良品

质。有的家长宁愿自己缩衣节食，也要让子女穿名牌、用高档

名贵产品，把对子女的爱体现在对子女的物质需要无原则性

地满足上，但是这种爱对子女的成长并无好处，所以家长应该

对子女的开支加以了解调控，对不必要的开支、不正当的要求

不能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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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加强学校中的消费教育

首先，要教育高职生认识到消费应当从自身的经济状况、
学习生活需要出发，在心理上需求上克服与他人的攀比。这

表现在当高职生受到周围的物质诱惑时，要有理性的选择，不

以物质消费的数量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志。其次，指导高职生

不以物质消费的尺度来夸耀和证实自己的社会价值。消费的

目的是为了提供我们健康生存的环境，而不是多多益善，人的

消费程度超过一定界限之后，更多的消费并不等于更多的充

实，而是浪费。第三，指导高职生在消费过程中做到计划性和

目的性的有机结合，作一个有经济头脑的消费者。高职生要

学会控制消费中的冲动性和被动性，分清基于需求的消费与

基于欲望的消费，不被广告和流行所诱惑，正确地进行消费决

策，合理的消费。
( 四) 增加高职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家庭中的孩子不多，而且生

活条件越来越好，所以很多孩子都在娇生惯养中长大，他们普

遍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不懂得父母的艰辛，花钱大手大脚。
因此，让高职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尤其是假期的社会实践活

动，不仅可以解决他们部分的生活费问题，而且可以给他们积

累一些工作经验，培养他们艰苦创业精神，提升他们的综合素

质，使他们养成勤俭结合的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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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专接本的学习，48 人于 2011 年 4 月前顺利找到工作，

实现协议就业率 100%。
( 二) 全员育人，校企合作

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校是一座高职院校，近

几年来，学校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8% 以上，这些和全员育

人，校企合作的精神分不开，每到就业开始的月份，学院从上

至下分 3 级管理，学院招生就业部门统抓就业的核心，积极组

织全院的大小型招聘会，积极帮助学生进行就业信息的搜集，

系部是就业管理的第 2 级管理，针对性的为学生联系专业对

口的企业单位，组织系部的专场招聘会和企业的推介会，系部

老师是就业管理的第 3 级管理，很多老师积极联系校外的企

业，推荐本系的学生，为学生解决就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学院和系部积极和企业联系，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平时进行

工厂实习，访问工程师等合作加强之间的联系，更是进行了

“扬农班”、“金陵石化班”的试点，截止 2011 年，学院已经开

办了数届的“扬农班”，第三批的“金陵石化班”也正在招录过

程中，为我们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 三) 创业教育不可或缺

在进行就业的同时，我们鼓励学生进行创业的想法，这个

设想从学生一开始进入校园就进行引导，对学生进行创业基

础课程的辅导，让所有的学生都了解和接触到创业这个环节，

对个别有想法的学生进行 SYB 的单独的小班培训指导，让学

生对创业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对以后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基

础，学院为每个团队配备了指导老师，提供经营场所，为有创

业梦想的学生提供更大的舞台，每年进行大学生创业计划大

赛，提供了理论实践的机会，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从 2009
年 3 月开始进行第一批 SYB 学员小班的开设，目前已坚持了

两年多，培养了激发了很多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兴趣。在

学院开展培训的同时，学院积极为这些有创业兴趣的学生开

设了每月的跳蚤市场，更有长时间经营的创业园，这些为梦想

插上了实现的可能。
增加大学生就业的方法和做法很多，需要我们根据自己

的实情进行分析，加强指导，除以上几点经验外我们还要: 第

一，加强大学生职场礼仪指导，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必须

具备良好的修养。第二，注重分析和预测职业发展前景，有的

职业今天可能是“热门”，明天可能就会有被淘汰出局的危

险。第三，加速知识和技能转化，要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就要使学生所学尽快转变成适应社会的技能。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是社会、经

济、历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要不断调整，拓宽

就业的方法，才能将高等教育继续发展下去，发挥大学之所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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