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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拜金主义”指的是金钱崇拜或者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是

商品拜物教的社会表象。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便倾向于商品拜
物教，消费的重点对象并不在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以至于购
买一些昂贵却不绿色环保的商品，与“两山论”的理念背道而驰。
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包含消
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两个层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指出，倡导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引
导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崇尚低碳、环保消费，反
对拜金主义的消费观。因此，通过引导绿色消费使其树立理性的
消费观，抵御拜金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当前大学生绿色消费问题
为了了解当前大学生绿色消费的现状，笔者以成都理工大学

为例，在该学校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
收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为92%。根据调查结果，当代大学生绿
色消费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对绿色消费的认知度不高
在调查问卷中，关于“您是否了解绿色消费相关知识”这

一问题，选择“非常了解”的仅占7%，选择“有一点印象，不是
十分了解”的占78%，选择“非常不了解”占15%。调查结果表明，
当前大部分大学生对于绿色消费的了解程度是普遍不高的。关于

“您在平常的消费中，会注意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否对环境造成了影
响吗”这一问题，26%选择了“极少会注意”，9%选择了“从来不
注意。在“您在消费的时候主要注重哪些方面”问题中，选择“环
保”的仅占4%，选择“追求名牌”的却占15%，可见当代大学生
的消费观已呈现出受拜金主义侵袭的趋势。

2.2整体消费环保度不够
在“您有购买过绿色产品的经历吗”问题中，21% 选择了

“很少”，5 % 选择了“完全没有过“，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并
不经常购买绿色产品，甚至从来没买过。在“您认为下列哪些
行为属于绿色消费行为”的问题中，有 1 % 选择了“购买包装
精美华丽而不是包装简易的产品”，可见有人在消费时看重的并
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忽略了华丽的包装材料对大自然的破坏和
污染。在“您进行绿色消费的消费动机是什么”这一问题中，
有3% 的人选择了“追求时尚”，这虽然符合绿色消费行为，但
同时也是虚荣的表现。

2.3消费意识与行为相背离
关于“您对绿色消费的态度”，95 % 都选择了“非常赞成

和支持”，而在“您有购买过绿色产品的经历吗”问题中，仅
2 9 % 选择了“经常”。在“您认为下列哪些行为属于绿色消费
行为”中，有 8 7 % 选择了“尽量避免购买一次性产品”，而
有被调查者称，虽然了解绿色消费应该尽量避免购买一次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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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点外卖时还是会点一次性餐具，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过对
环境会造成污染时，也称考虑过，但为了自己的方便便没有顾虑
这么多，并且周围的同学都是如此，也不差自己这一双筷子。因
此可见大部分大学生虽有绿色消费意识，却因为自身和外界多方
因素，并未践行绿色消费行为，其意识和行为明显相背离。

3  当前大学生绿色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3.1高校绿色消费观教育薄弱
大学生接受教育最主要的途径是高校，因此对绿色消费的认

知度较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高校教育中对绿色消费这一部分
内容的重视程度不足。在调查问卷中，关于“您在学校的课程中
是否学习过绿色消费观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仅5%的人选择了

“非常系统的学习过”；在“您所在的院校是否将绿色消费观培育
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中，选择“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的
仅占2%。由此可见，当前高校在绿色消费观的培育方面还未形成
完整的体系，体系的不完整导致绿色消费教育的内容不全面，这
是致使当代大学生对绿色消费认知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3.2社会缺乏绿色消费环境
在“您了解绿色消费及其相关知识的主要渠道”这一问题

中，选择“广告、新闻、网络、杂志等媒体的宣传”的人数占47%，
可见媒体是大学生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目前社会媒体等
对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不足。加之社会缺乏绿色消费的环境，在
消费时容易产生“别人都浪费也不差我一个”的错误随大流的想
法。在“如果您目前没有进行绿色消费，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
的问题中，39%选择了“伪绿色产品存在，不敢轻易购买”，18%选
择了“绿色产品种类数量不能够满足所有要求”。这表明当前社会
尚未形成绿色消费的大环境，市场上的绿色产品种类数量都有限，
不能满足绿色消费主义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不法商家生产伪绿色
产品流于市场，这些因素致使有些大学生虽有绿色消费意识却无
法购买。

3.3家庭绿色消费意识缺失
家庭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最基础场所。大学生步入大学后，

在经济方面拥有更为自由的支配生活费的权力。在此次的问卷调
查中，有37% 的人生活费在“2000 元以上”这一范围的，家
庭在大学生经济上的过度满足，致使有些大学生在花钱时经常大
手大脚，不考虑产品是不是符合绿色消费理念的。而且当今父
母对于绿色消费的理念也是知之甚少，于是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也
形成了一些不正确的消费观。

4  以绿色消费抵制当代大学生拜金主义的路径
4.1高校加大绿色消费教育力度
首先，加强绿色消费的宣传教育，组织相关实践活动提升

大学生的绿色消费践行能力，营造良好氛围。第二，端正大学
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将个人价值统一于社会价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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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第三，提供便利的绿色消费的物质
环境和精神环境。第四，建立健全完整的绿色消费观培育体系，建
立反馈机制。

4.2社会营造绿色消费氛围
如今面子消费、炫耀消费、享乐消费、奢侈消费这些“新

潮”的消费观念给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传统消费观被片面
的予以否定，这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树立绿色消费观，因此
媒体要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坚决抵制各类不合理消费的广告宣
传、行为习惯，运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结合的方式传播绿色消
费理念，抵御不良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的侵袭，营造健
康的绿色消费的良好社会风气。

4.3发挥家庭示范作用引导绿色消费
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大学生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很大

部分是在家庭中所被影响完成的。首先，父母作为家庭的主导者
其自身要坚持做到绿色消费。坚决抵制讲面子、充排场等不合理
消费，严于律己，发挥对大学生的示范和正向引导作用。第二，家
庭要重视对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加强消费心理和行为的监测，
及时的干预和阻止大学生不合理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引导其养成
健康的消费心理和行为。

4.4大学生自身要积极践行绿色消费观
在高校、社会、家庭的共同引导下，还要发挥大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其自身要在树立合理健康的绿色消费观的基础之上积
极践行，最终目的是养成绿色消费行为习惯。首先，大学生要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能将金钱的重要性扩大化，提升自己的辨

识能力，不盲目跟风，坚持绿色消费观。其次，在日常生活
中，不仅要做到绿色消费行为，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影响
力，向他人宣传绿色消费相关理念和知识，做绿色消费的践行
者和传播者。

5  结语
绿色消费理念是未来社会消费的趋势，而大学生是社会消费

群体的主力军，需要高校、社会、家庭、大学生自身协同发力，使
大学生将绿色消费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推动绿色消费的
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
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积极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理念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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