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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消费心理通常指个体的消费在外界群体的影响下，为
了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从判断和认识上发生改变，使自己的消
费观念和行为特征符合所在群体的消费倾向，如在产品性价比高、
外界推荐、消费环境刺激等环境下易于产生从众消费心理。

人本主义科学领域的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
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需求可
划分为五个层次，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分别为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需求按层次
逐级递升，但这样层次顺序不是完全固定的，会因为特殊情况发
生改变。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目前已应用到各个领域。大学生从
众消费行为除了受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外，离不
开其内在需求，心理学研究表明，欲望和需求是人的能动性的源
泉，当大学生产生一种消费的需求和欲望的时候，就易产生从众
消费行为。本研究旨在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分析大学生
的从众消费心理。

1　马斯洛需求层次视角下从众消费心理原因的分析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采取CiteSpace5.3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大

学生从众消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
使用问卷调查法，对广州工商学院的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发放问卷110 份，回收108 份，回收率为98.2%，对于调查数
据使用描述性分析，得出大学生从众消费心理的原因。

1.1消费需求层次为支柱
从消费需求层次角度看，调查数据显示消费支出主要是用于

饮食、衣着、交际、娱乐及其他方面。大学生从众消费方向中，从
属低层次需求的伙食费和生活用品从众消费达39.45%，仅为满足
生活基本需要；占比最高为中层次需求的社交娱乐费用，从众消费
人数达53.21%，通过相互分享购物信息，在交流的过程中，行为
和心理容易达成一致，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衣帽服饰从众消费倾
向更为明显，通过树立外在形象去满足归属感、尊重的需求。课外
书籍、课程的从众消费程度最低，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较少。

1.2自我控制不足为内因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从众消费受自我控制不足影响达47.

71%，可知即使在消费前做好计划，仍因自我控制不足而受他人的
推荐影响消费计划，以至于计划与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由于自身
没有主见盲目从众消费的人数达10.09%，自我认知能力不强导致
消费需求不清晰，大学生在实施消费计划，坚定意志、明确方向
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存在不足[1]。

1.3需求调节缺乏为外因
用"大学生从众消费"调查数据分析，面向对象92.59%为大

一、大二学生，大学生主要从众消费需求是处于中层次的占53.
7%，可获得群体成员的尊重，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现状；对低层
次需求的从属占比例38.89%，通过他人介绍消费满足生活基本需
求，家庭和学校提供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对大学生而言不再是
占主导位置的需求。高层次需求是存在待提高性的，仅占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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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众消费心理是影响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而从众消费心理的产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
原因。本研究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大学生从众消费心理的内部产生原因进行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分析，发现该群体在消
费过程中上存在自我认知能力弱、自我调节能力差、消费主体不明等现象，基于此，我们从行为方式、需求意识和相关群体三个维
度提出建议与对策，基于需求层次理论帮助大学生树立更加健康的消费心理，养成合理的消费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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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说明了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大学生的
多层次需求在同一时间点常常交织并存，根据需求强度的高低，
大学生未采取不同的消费方式满足各层次自我需求。

2　大学生树立正确消费心理的策略
2.1 自我调节，关注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大学生的各个需求层次之间并不是

刚性结构，更多的是相互交织，随着某一层次需求的强度逐渐
降低，另一层次需求将逐渐上升，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尤为明
显，但马斯洛明确指出人们满足生理需要总是优先于自我实现需
要。大学生的个体需求是复杂的，有些需求通过从众消费可以
满足，有些需求通过自我调节也可得到更好的满足，大学生应
该充分认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学会自我调节，使心智从幼
稚向成熟，消费从从众到理性，树立更高的人生追求。

2.2 梳理群体，认识需求
同一群体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表明，大学生间既有其共

性，也有其个性，群体大学生表现出的消费需求层次不一属于
正常现象，因此大学生要从各个需求层次认识到自己的需求，
加强自身的控制力和判断力，形成内化健康消费心理，找到与
之相匹配的群体，适当脱离过度消费的圈子，通过与绿色健康
消费的人群多接触和交流，突出消费合理性、适合性；在“从众-
-独立”这一维度上发生转变，不需为了和同学间有共同语言而从
众消费。

2.3分层施策，满足需求
因个人需求层次不明确，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导致大学生盲

目从众消费心理时常出现，针对大学生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平和
学习兴趣，对自身需求做出符合个性发展的分层需要，构建以自
身为中心的消费活动，强化主体意识，大学生在消费时需对所需
商品做出定位和判断，将个人需求层次纳入考虑范围内，在自己
可承受范围内去决定是否消费，提高消费质量，减少消费数量，通
过理性的消费行为获得需求的满足[2]。

3　结语
本文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大学生从众消费的状况进行

分析，大学生的从众消费行为受需求的支配，一般根据个人需求
从低级向高级各项需求的满足，但仍存在着明显的消费需求层次
交叉，相应需求认识不明确等现象；为此，大学生需要明确自身
需求层次，加强主体意识力度和分析消费环境，促进需求层次的
逐步实现，这有利于我们认识到自身的消费需求层次并有意识地
克制从众消费行为，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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