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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通过城市青少年消费的问卷调查，从消费内容等几个方面客观反映青少年

消费观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研究表明，教育消费仍占主导地位；服饰消费明显高于娱乐消

费；消费内容现代化；人情消费必不可少；品牌消费趋于理性；超前消费趋势看涨。同时，

分别从性别、年级两方面对青少年消费现状作一比较，发现高年级的青少年教育消费在降

低，维权意识下降，符号消费、超前消费更为强烈，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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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概况

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在逐渐提高，受教育年限在延长，所以本研究将调查对

象确定为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池州市和铜陵市的１４～２０周岁的在校学生，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其中

大学生（大专生）２００份，中学生３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８２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６．４％，其基本构成情况如

表１。
表１：样本的基本构成

项目（总人数） 变量 频数分布 有效百分比（％）

年级分布

（Ｎ＝４８２）

初中

高中

大学或大专

１４７

１４３

１９２

３０．５０

２９．６７

３９．８３

性别（城市）

（Ｎ＝４８２）
男

女

２５０

２３２

５１．８７

４８．１３

独生子女与否

（Ｎ＝４８２）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２４４

２３８

５０．６２

４９．３８

二、青少年的消费现状

这里消费的定义主要采用社会学的解释，所谓消费指的是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为满足自

身需求，对终极产品（物品、设施或劳务）的选择、购买、使用、维护或修理的过程，该过程被赋予一定意

义，并导致满足、快乐、挫折或失望等体验。下面将根据调查结果从消费内容的几个方面作一客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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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消费仍占主导地位

学习是青少年阶段 的 主 要 任 务，教 育 消 费（包 括 购 买 书 刊、学 习 用 品）在 青 少 年 消 费 结 构 中 占 据

３５．３％的比例，排在第一位。在购书方面，“经常买”和“见到感兴趣的就买”的占６６．４％，根本不买书的

只占４．１％。在费用方面，８１．５％的青少年平均每月用于购买书刊的花费在５０元以下，其中有４６．３％
的青少年每月书刊消费在２０元以下。每月书刊消费在５０～１００元的占１４．７％，１００～２００元及２００元

以上的占３．７％，大多数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他们一个月的零花钱并不是很多，除了极少数个体外，他
们能将自己零花钱总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拿出来买学习用品，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二）服饰消费明显高于娱乐消费

３１．１％的青少年平均每个月用于购买服饰的消费在５０～１００元之间，还有１７．８％的青少年消费在

１００元以上，在５０元以下的占５１％。相比较他们每个月在娱乐方面的消费为８２．８％的青少年选择在

５０元以下，５０～１００元之间的只占１２．７％，１００元以上的占４．６％，两者对比，青少年的服饰消费要远远

高出娱乐消费（见表２）。
表２：平均每月分别用于服饰和娱乐的消费情况

金额（元）
服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服饰

Ｖａｌｉ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服饰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娱乐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娱乐

Ｖａｌｉ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

娱乐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　 ２０元以下 １３９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６９　 ５５．８　 ５５．８

２０－５０元 １０７　 ２２．２　 ５１．０　 １３０　 ２７．０　 ８２．８

５０－１００元 １５０　 ３１．１　 ８２．２　 ６１　 １２．７　 ９５．４

１００－２００元 ６９　 １４．３　 ９６．５　 １５　 ３．１　 ９８．５

２００元以上 １７　 ３．５　 １００．０　 ７　 １．５　 １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４８２　 １００．０　 ４８２　 １００．０

（三）消费内容现代化

手机短信和网络现在越来越普及，已成为我国五大传媒方式之二，因此，对它们的消费反映了消费

的现代性和时尚性。在被调查的城市青少年中，手机拥有率为６４．３％。青少年每月手机费在２０～４０
元之间的占３５．９％；在４０～８０元之间的占１４．７％；还有３．５％的青少年每月手机费在８０元以上，甚至

高过一个成年人的手机消费。
在网络消费方面，上网的青少年占９３．８％，其中经常上网的占２９．７％。大多数青少年的自控能力

较强，将每次上网时间控制在２小时以下的占７５．５％，有８２．８％的青少年每次上网费用在５元以下，这
样的时间安排和消费水平是大多数青少年都能够接受的。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其中３．１％的青少年每

次上网时间在６小时 以 上，另 有１６．２％的 青 少 年 上 网 的 主 要 内 容 是 打 游 戏，这 是 需 要 引 起 关 注 和 警

惕的。
（四）人情消费必不可少

人生活在社会当中，就要和他人发生或多或少的交往，人情就应运而生，中国人的人情观、面子观尤

为突出，青少年也有自己的交往圈子，人情消费不可避免。如：在同学过生日的时候，有６５．６％的青少

年会送礼物，不送 礼 物 的 只 占１５．４％。和 朋 友 在 一 起 消 费 时，一 般 会 选 择 ＡＡ 制 的 付 款 方 式，占 到

５７．５％排在第一位，轮流请客的占３５．９％排第二位。青少年对人情消费持积极的态度，绝大多数认为

请客吃饭、Ｋ歌是增进同学感情的一种方式，认为“不应该”的仅占２９．０％。
（五）品牌消费趋于理性

在消费过程中，青少年较为看重的还是商品的实用以及经济实惠，这两项的比例之和为６４．９％，这
表明青少年的消费选择还是比较理性的。此外，商品的外在要求也很重要，如：款式和包装、品牌、流行

度等，青少年选择这三项作为购物依据的也占到３２．０％。在紧接着的提问“你看重服饰的品牌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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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很看重”和“看重”的占１５．２％；对品牌“一般”的占５６％；“不看重”和“很不看重”品牌的占２８．９％。
这表明青少年对品牌的忠诚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而且青少年并没有把品牌与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
有７５．９％的青少年否认名牌是一定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多数（占７６．１％）的城市青少年还是表示，在经

济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品牌消费，也就是品牌消费要在适当的经济条件下才可以实现。
（六）超前消费趋势看涨

传统的消费观都是以节俭消费为主，现代消费与以往不同的一点就是超前消费愈演愈烈，信用卡透

支消费、贷款买房等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的普遍消费方式。当问及青少年“你会借钱消费吗”，回答“会”的
占１７．４％，还有４．４％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显示出近两成的青少年有超前消费的想法。信用卡目前已成

为我们超前消费的重要工具，在校青少年中竟然有３３％的人有办信用卡的意愿，还有７．７％的青少年已

经持有信用卡。再者，青少年尤其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毕业后买房是他们的一项重要消费项

目，而贷款买房是一种最直接的超前消费方式，近一半的青少年赞同贷款买房，选择“不赞同”和“很不赞

同”的只占１５．６％。由此可见，超前消费会越来越普遍并会表现出逐步上升趋势。

三、青少年消费的比较研究

在对青少年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在消费上的差异较明显，下面

将从性别、年级两方面作一比较。
（一）青少年消费的性别比较

１．在消费结构上。通过对零花钱的用途的比较，男性青少年在上网、体育运动、朋友聚会三方面的

消费明显高于女性青少年，几乎是女性青少年的３倍，而女性青少年的零花钱主要用于零食、服饰消费，
其中选择服饰消费为主要消费途径的女性青少年人数是男性青少年人数的２倍；在剩余零花钱的使用

上，女性青少年更倾向于存入银行，男性青少年选择“交给父母”和“一直花完为止”的较多；此外，在购买

书刊方面，男性青少年明显比女性青少年慷慨，女性青少年略显保守；而在购买零食上，女性青少年的花

费要高于男性青少年，从而显示出性别在青少年消费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２．在影响消费的 因 素 上。在 消 费 的 影 响 因 素 方 面，男 性 青 少 年 选 择 商 品 时 偏 爱 品 牌 和 实 用，有

１６％的人最看重品牌，而看重实用性的占４９．２％。相比较而言，女性青少年在这两项上的选择分别只

占９．９％和３６．２％；女性青少年更倾向于商品的款式及包装和经济实惠，在这两项上选择的比率远高于

男性青少年选择的比率。在服饰品牌的认可度上，男性青少年选择“很看重”和“不看重”的比率分别为

４％和１９．２％，而女性青少年选择这两项的比率为０．４％和２４．１％。可见，男性青少年在消费过程中将

符号消费与实用消费兼顾，而女性青少年更擅长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

３．在维护消费者权益上。当问及“在购买商品后，发现是‘三无产品’，你会怎样”，有２０．４％的男性

青少年选择“投诉”，而女性青少年选择此项的比率仅为７．８％，她们更愿选择“找商家调换”和“自认倒

霉”。由此可见，男性青少年的维权意识要高于女性青少年。

４．在手机、网络等现代消费品上。在手机的拥有率上，青少年女性要高于男性，女性７３．７％拥有手

机，而男性只有５５．２％，且在手机的认同度上，女性青少年的认同度也较男性青少年高，有５９．１％的女

性青少年认为手机是必需品，而仅有４３．６％的男性青少年这样认为。在网络的使用上，男性青少年倾

向于在网上打游戏，而女性青少年则偏爱聊天、看电影。此外，男性青少年对网络购物的认同度要高于

女性青少年，４３．６％的男性青少年认为网络购物很好、很方便，５．２％认为网上购物新鲜刺激。女性青少

年选择这两项的比率仅为３５．３％和２．６％。

５．在超前消费上。这里的超前消费主要反映在是否愿意借钱消费、办信用卡的意愿、是否赞同社

会上“月光族”的生活方式等方面。２．４％的男性青少年直接表明他们的消费观是超前消费，而女性青少

年消费观是超前消费的人数仅占总数０．４％；在借钱消费方面，１９．２％的男性青少年会借钱消费，相比

之下，女性青少年会借钱消费的仅为１５．５％；在办信用卡的意愿方面，青少年男女的比例相差不大；在

对社会上“月光族”生活方式的认同上，占７．２％的男性青少年赞同月光族的生活方式，比较而言，只有

２．６％的女性青少年赞同。总体来看，男性青少年的超前消费观念要强于女性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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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消费的年级比较

１．在消费结构方面。在对零花钱的使用上，虽然不同年级的青少年都将买学习用品放在第一位，
但初中生在这项上的比率最高，占到４３．５％，而高中生和大学生分别占２８．７％和３３．９％，学生阶段的

主要任务 是 学 习，然 而 年 级 越 高，在 学 习 上 的 消 费 反 而 越 少，有２１．８％的 初 中 生 经 常 买 书，高 中 生 为

１７．５％，大学生更低，仅为８．３％，这一现象是值得各方反思的；而在上网、人情消费方面，明显随着年级

的增长，消费也在攀升；在零食和娱乐消费方面，消费比较高的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由此可见，随着零

花钱数量的增长，高年级的青少年在学习上的投入反而越来越少，食品、娱乐上的消费在增加。

２．在消费自主权和维权意识方面。随着年级的升高，消费的自主权越来越掌握在青少年自己的手

中，在购物时能自己做 决 定 的，初 中 生 的 比 率 是３８．８％，高 中 生 为７８．３％，大 学 生 为９１．１％。年 级 越

高，青少年的消费自主意识越强。在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上，表现在“如果购买了三无产品，你会怎样”这

一问题，对于该题的选择却与前面的消费自主权结果截然不同，年级越高，青少年的维权意识反而越低，
选择“投诉”项最多的是初中生，比大学生高２２．６％，而在“自认倒霉”上，大学生选择的比率最高，比中

学生高１９．６％，这表明消费自主意识的增强并没有带来维权意识的相应提高，反而是在下降。

３．对符号消费的认同方面。这里的符号消费反映在商品的品牌、包装等方面，调查表明，青少年年

级越高越看重品牌、款式及包装。以品牌为例，初中生以它作为购物的主要标准的只有１０．９％，高中生

是１１．２％，大学生为１６．１％；在服饰的品牌上，初中生选择“很看重”和“看重”的只有９．５％，高中生和

大学生选择这两项的分别为１４．０％和２０．３％。因此，年级与符号消费也呈正相关，即年级越高，越注重

商品所代表的符号意义。

４．在现代消费方面。现代消费表现在手机、网络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消费品上，在手机的拥有率上，
随着年级的升高，拥有手机的越多，初中生中有２９．３％的人有手机，高中生有手机的占５４．５％，大学生

为９７．９％，而且每个月的手机消费也在逐级上升，每月手机费在４０元以上的，以高中生和大学生居多。
在对手机的认同上，年级越高越觉得手机是必需品。在网络消费上，有１２．９％的初中生经常上网，相比

较高中生的２８．７％和大学生的４３．２％初中生的比例要小很多，而且还有１９％的初中生从未上过网，而
高中生的这一比率是１．４％，大学生没有不上网的。上网的初中生中以网上聊天和打游戏的居多，这两

项之和占到总数的４８．４％，而高中生和大学生则是以聊天和浏览网页为主。因此，需要对初中生的上

网进行有效的引导，预防青少年网瘾的发生。

５．节俭消费与超前消费。节俭消费与超前消费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观，以往的消费观主要

以节俭消费为主，能省则省，当下这种消费观正在随着年级的增长，认可度在渐渐下降，４１．５％的初中生

赞同“能省就省”，高中生赞同的只有１９．６％，大学生仅为１７．２％。超前消费主要表现在办信用卡的意

愿、贷款买房等问题上，目前已持有信用卡的青少年中，大学生排在第一位，然后是高中生和初中生，这

也符合青少年的年龄段特点。高年级的青少年对超前消费的认同度远高于低年级的青少年，也即年级

与超前消费呈正相关。
综合上述，城市青少年的消费观和消费行为变化显著，如：超前消费上升、符号消费频现，消费内容

和方式现代化等，但主体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绝大多数青少年仍把教育消费放在第一位，品牌消费较为

理性。在肯定他们的同时也应更加关注本文所研究的一些当前青少年消费中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引起

足够重视，家长和学校要进行适当引导，社会更应该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共同帮助其树立健康的消费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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