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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后”大学生思想活跃、充满活力，对于新事物的接

受度非常高。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及社会消费质量快速提

高，这批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处在互联网生活消费模式之中，

其消费心理也受到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网络环境下消费的社交

化、透明化、快捷化、多样化的特点，我们的“00后”大学生的

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发生了改变。目前这批大学生正处于社会主

义新时代和两个一百年交汇时，社会发展处在关键转型时期，而

且他们也即将步入社会将成为社会的建设者。关注他们的消费心

理和行为特点，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形成良好的世

界观[ 1 ]。

1　网络环境下“00 后”消费心理特点

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法

回避的，是他们成长的一个阶段。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对大

学生消费的心理和模式产生影响。作为追随潮流的“00后”大学，

在网路大数据环境下目前消费心理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消费信息来源广，从众心理增强

“00 后”大学生本身虽然接受新鲜事物快速，但是其对待

事物的判别，对自我的约束力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脱离

家庭的监管之后自我意识有很强烈，这个时候从众会给他们作为

一种自我选择的方式。另外，随着网路技术的发展，网络大数据，

给大学生做了一定的判断，使得他们相信这种消费分析，这种消

费带有一定社交化使得他们从众消费。在目前众多的购物、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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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PP中，我们不难发现基本都能给予消费意见，消费后还可以

有一定的反馈，例如小红书、蘑菇街等。这种网络大数据的影响

下，导致大学生从众心理加剧，出现诸多网红款、爆款、打卡圣

地等[ 2 ]。

1.2消费追求自由，享受心理加剧

“00后”大学生接触信息较多，接受家庭的关怀较多，在中

学阶段自由基本被剥夺，没有自我决断的权力，目前本身崇尚自

我，对于个性的追求较为突出，面对网络环境下各种消费的冲击，

使得他们更加希望有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消费空间。另外在进入大

学之后在获得自由消费能力的同时，他们更加追求精神和物质上

享受。在网络环境，各种各样的网页和社交平台都会有各种各样

的消费宣传，这样的大数据提供能够满足大学生享乐的需求来源，

因为脱离了实体消费的环境，对于享受心理也有一定的推动。另

外，我们”00后”的大学生本身在中学阶段就是受到全方位各种

关爱，习惯了这种享受心态；大学生本身社会的责任相对较小，来

自社会和家庭压力较小，经济来源持续，使得学生更容易处在追

求自由的享受消费之中，获得自身的满足感。

1.3消费追求时尚，虚荣心理突出

“00后”本身在就处在文化、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对于先

进文化，流行事物的追求较为突出；大学生作为时尚的先锋，处

在这个特殊的人生发展阶段，对新鲜事物兴趣较高。在网络大数

据这个环境之下，流行文化传播速度极快，面对时尚的推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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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更新加快，”0 0 后”大学生面对快速的时尚交替，对

于时尚的消费追求不断强化；对于时尚的追求，我们的学生伴

随着虚荣心的追求出现了消费的追求。大学生本身消费就会有一

定的虚荣心理，而网络环境下，消费带有社交化，同时消费更

加便捷，这样更容易加剧学生的虚荣犀利消费；另外我们”00

后”大学生本身消费的心理就不是很成熟，在面对网络大数据

环境下来自媒体各种宣传，来增强学生的地位感，给学生灌输

一定价值认同，这种消费的带有诱导性攀比性，会进一步加剧

这种消费虚荣心理[3]。

1.4 消费认知不足，理性消费缺失

“00 后”大学生有着自己的消费理念，对于消费认知有着

大学生身份的显著的特点。我们学生在脱离家庭 监管之前，所

有的一切都来自家长的包办，在进入大学之后，好多人都没有

“断奶”，对于消费的理念其实没有太多的认知，在”0 0 后”

看来，消费就是满足需要，他们不考虑自己本身的购买力；在

消费时，考虑实用性的方面要比社会人低，情绪化的消费要更

加突出，在面对网络化数据的引导缺乏自我的判断，冲动化的

消费占比较高。因为对于消费认知能力缺乏，导致部分学生出

现对于理性消费的缺失。在网络环境下，对于消费支付的体验

感降低，使得大学生对于购买力的缺失加剧；另外，因为大学

生的消费来源靠家庭支付，本身压力小，对于消费规划确实，

出现提前消费；网络的发展也使得现在支付平台多样化例如花

呗、借呗、校园贷，这些平台出现也使得理性消费的缺失[4 ]。

2　网络环境下”00 后”大学生消费心理指导建议

在复杂网络环境下，新生代的”0 0 后”大学生受到多方

因素的影响，在家庭、社会、技术变革等条件使得大学生消费

心理和行为展现出上述的特点。面对这些不良的消费心理，需

要我们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去引导学生，使学生建立良

好的消费理念。

2.1 学会分析独立思考，避免盲从消费

”0 0 后”大学生，在面对纷杂的网络消费数据和消费平

台，要学会在庞大的网络数据的诱惑之下，学会辨别或是学会

求助指导，来识别不良的信息诱导从众消费。目前诸多商家平

台都会打着网红爆款的消费手段，引导跟风消费，我们大学生

要理性看待这些，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消费，而非是根据别人

消费方向。因此，大学生在消费时要学会理性对待各种打折促

销，网红爆款，“量体裁衣”式的消费，避免盲从。

2.2 以实际需求为目的，降低享受需求

享受的消费理念，虽能满足当时消费愉悦感，但是这种方

式的消费对与我们大学生发扬刻苦学习的精神，对之后的学习生

活极为不利。尤其是现在社会，来自网络的诱惑层次不穷，脱

离实体的消费理念，也使得大学生消费因追求享受、自由的同

时，出现透支的过度消费。大学生要学会控制欲望，不要被

“不负青春”、“开心最重要”这种享受舆论控制。大学生在

消费时一定要以自己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满足自己客观的需求为

目标，减少享受式的追求。

2.3 建立良好消费观念，避免虚荣浪费

虚荣心的消费带给我们大学生危害巨大，在网络环境这种社

交化的消费，极为容易让人相互攀比，更何况我们涉世不深的

大学生。虚荣心理的消费，只是追求别人的认可，其时多数情

况下并非我们学生所需要的。因此，我们学校要加强对于大学

生的消费观念的教育引导，让大学生能树立良好的消费观念，

培养他们的正确的世界观，来面对物质攀比虚荣的诱惑。

2.4 加强消费规划，拒绝超前消费

大学生消费应该在合理的规划之中，满足自己学习生活需

求，大学生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当自己不能合理的使用父

母所提供的有限资金时，极大的可能出现超前不合理消费，轻

则增加家庭负担，重则出现网贷等不良行为。在网络环境大学

生极容易受到外部，各种消费平台刺激，无节制的消费，给自

己的学习生活带来隐患，忘记自己大学目标。因此，大学生要

学会对自己的消费做出合理规划，同时我们学校、老师也要给

予学生指导，使得学生合理消费，拒绝超前消费[5 ]。

2.5学校政府加强校园消费平台监管

“0 0 后”的大学其消费认知水平有限，经验缺乏，面对

各种消费平台或是网贷平台辨别能力不足。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

会失去理智，步入不良商家的陷阱，政府需要加强对于这些网

络平台的监管，同时打击校园网贷；学校要加强对于消费的教

育宣传，加强对于一些网络平台出现的各种陷阱的普及教育，

提高大学生的辨别和实践能力。

3　结语

“00 后”作为最新一代大学生，其性格和科技环境都是影

响消费心理的关键。在网络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大学生需要学

会自我的合理消费理念，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也要多方面

努力，为其构建一个好的消费环境，引导帮助其在网络数据纷

杂的情况下建立良好的消费观，为以后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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