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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心理学的公众消费行为与决策研究
陈立筠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在本文的论述过程中，笔者主要以心理学为基础，侧重于分析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抉择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论述中，

笔者首先介绍行为经济学与消费心理学的共性，其次以强化物为视角，一方面介绍其中非必需品以及必需品，另一方面介绍实验构建中

的两种经济环境，即开放经济与封闭境经济。再次，从需求曲线分析强化行为与强化成本之间的关系。最后，笔者从心理的角度介绍需

求和选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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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拉动经济飞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通过研究人

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企业策略

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前置条件。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主要以行为

经济学和微观经济理论为指导，研究人们的消费心理以及行为，

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造成人们消费的根本原因，为后续经济活动的

有效开展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在实际的论述过程中，笔者主要

从如下几点论述：

一、行为经济学与消费心理学的共性

通过阅读消费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书籍以及文献，笔者得

出两者具有如下相同点。第一，对于商品价值的探讨。在行为者

的眼中，商品被定义为强化物。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商品被定义

为消费稀缺对象。第二，两者共同关注选择过程。从经济学家的

角度而言，选择过程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一系列选择性行为。

对于行为主义者而言，选择过程被定义为不同竞争强化者的操作

行为区分。

二、强化物

（一）强化物实验

实验者在研究消费心理的过程中可以借助行为经济学中的论

点开展强化实验，即将实验关注的重点放在强化物的日常消费上。

与此同时，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为了科学的衡量最终的实验标准，

实验者可以将强化物的日常消费总额作为实验指标。值得注意的

是，实验者需要明确强化物的价值定义，即以消费随着强化成本

而变化的角度进行理解。在这种状况下，实验者可以将回应最以

为此次实验中的次要因变量，更为有效地理解次要变量对于控制

消费者在购买有价值商品中的行为。

通多阅读大量的实验，笔者发现有将近七成的实验是以剥夺

时间表达到控制消费者购物行为目的的。以动物实验举例：有些

实验者是为了保证动物体重在合理的范围内，需要通过限制动物

的进食量，比如让动物在进食的数量为日常的百分之八十。此外，

为了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实验者除了从动物自身考虑外，更需要

考虑外界因素，比如消除额外变量的行为。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

实验者可以通过控制自然环境中的行为，达到消除外界影响的目

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实验者应理解因变量包含的内容，即强

化速度以及日均食物的使用数量。

（二）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

通过阅读大量的关于强化物的资料，笔者通过分析实验结果

加深对“开放经济”的认知，更好地理解了赫什提出的关于开放

经济的观点，即开放经济是一种与行为变化无关的，鼓励消费者

进行消费的策略。换而言之，实验者在实验的过程中可通过实验

之外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商品时，引起消费者对这些免费的产品

感兴趣。通过阅读最近的实验，笔者对封闭经济有了更深的理解。

封闭经济是指：实验者通过剥夺主试的控制权，允许被试拥有控

制个人消费主动权的实验方式。在进行封闭经济的实验中，笔者

发现被试者只对实验中的商品产生浓烈的消费兴趣。通过对比两

项试验，笔者发现消费者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在当强化

的物品是必要品时，消费者在两种场景中产生的表现最为剧烈。

为了让整个实验更具有真实性，实验者通常在开放性经济中

进行强化物实验，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必需品的容易消耗的重要

原因是受到强化物力度的影响。比如，当强化物的强化力度变化，

则消耗品也会随之而变，这说明消费者购买此种情形下的物品只

与购买兴趣相关，与商品的价格无关。注意此时的强化物为生活

必需品。当强化物为药品时，强化物不会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比

如开放环境，抑或封闭环境），只会与消费者的购买心理有关。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强化物与消费者的需求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三、需求曲线

（一）需求曲线与需求弹性

需求曲线表现的是公众消费行为与强化成本之间的相对关系。

在研究两者关系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注意需求弹性的概念。需

求弹性是指商品处现阶段的价格与在初始水平的价格之间的比率，

即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通过阅读张硕阳相关作品的论述，我

们得知公众消费行为减少的重要原因是商品成本提高。在这其中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无弹性需求”。无需求弹性是指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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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速度比消费下降的速度高。此概念可运用如下的案例诠释：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汽油价格上涨，即上涨到原来的三倍。在此

种状态下，与上一年的同种商品相比，其现将的比例仅为百分之

九左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无弹性需求”的状态下，

汽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往年提高。在其他商品方面，比

如一些非必需品（奢侈品，或是代替品），这些商品的需求是具

有弹性的。在此种状态下，消费者往往会更多地关注强化物的价

格浮动。

（二）非需求弹性商品与需求弹性商品之间的关系

在 2014 年，以 Reed 为首的实验人员通过行为方式的实验证

明出需求弹性商品与非需求弹性商品之间的关系。这些实验人员

通过让猴子使用替代饮用水的食物，即食物颗粒以及糖水开展实

验。最终的实验结果是，存在弹性表现的是糖水需求曲线，不存

在明显弹性需求的是食品需求曲线。

通过进行封闭经济式的实验，实验者发现：在食品以及糖水

的价格存在上升状况时，糖水的上升力远远小于食品的上升力。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消费的兴趣。因为糖水是生活必需品，

所以人们消费的兴趣不大。食品是非必需品，人们买食品的行为

与消费心理密切相关。

四、影响需求和选择的因素

（一）需求弹性

需求弹性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不是强化物自身的属性，其与

周边环境具有密切的关系。在上述的实验中，通过动物实验，以

及研究人类行为都可以说明此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需求弹性

可以通过开放经济环境与封闭经济环境进行对比体现。在开放环

境中，人们对于食物的需求量是有变化的，更容易凸显出强化物

在此种环境中的弹性需求。在封闭环境中，人们对于食物的需求

是一定的，人们在这种环境中无法找到相应的替代品，即强化物

在此种环境下不能呈现出需求弹性的特征。

（二）替代强化物

为了更好地区分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的不同，人们可以通过

观察在工作之外的强化替代物。强化替代物的本质是一种等价于

强化物的物品，即被试需要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可同时被相应的

物品代替，这种代替的物品即为代替强化物。从心理学的角度进

行划分，可将实际的强化作用划分成如下几种状况：

1. 完全重合的状况

在以动物为被试时，实验者往往使用完全可以替代的强化物。

最为具有特点的强化物之一即食物。在具体的实验过程中，实验

者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两种可以互为替代强化物中，两者之间具

有相互作用的特性，即这两种替代强化物之间从强化量与行为量

具有正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当这两种替代品以同等的速

率递减时，此时刻的被试往往会更偏向于购买成本更低的替代品。

这种状况可以体现出购买者的“货比三家”的心理，即喜欢对比

同一商品在不同商店的价格，并选择价格更低的商品。

2. 不完全代替的状况

不完全代替状况是消费者经常面临的场景，出现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消费者不可能在不同的商店买不同的商品。在市场上，

为了提升商品的销售量，商家往往运用打广告的方式。打广告一

方面有利于突出商品的特点，另一方面可提高商品的价格。消费

者购买打广告的产品一方面可以获得该商品的信息价值，比如某

些品牌商品，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效用价值。在此两种方面，消费

者并不能从完全重合的商品中进行选择，这体现出商品存在不完

全替代的状况。

3. 补充替代的状况

补充替代的本质是在特殊状况下两个强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这种状况下，两种强化物之间是存在此次影响的关系，即一种

强化物的存在会更加凸显另一种强化物的价值。比如，铅笔和橡

皮的关系。

4. 独立强化的状况

在这种状态下的两种强化物之间不是相互影响的，两者之间

的价值没有联系性。

五、总体结论

本文主要论述通过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经济学行为，比如劳

动力供给与消费者需求的关系，个体的实际消费行为和心理。这

部分内容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环境与商品之间的关系。

通过大量的实验以及生活观察得知：这种实验方法具有较强的普

适性，即运用此种消费曲线，分析整个消费群体的心理和行为。

消费是确定商品价值的重要指标，并通过消费者购买动机、需求

弹性、价格变化等体现。由此可见，首先，需求弹性可以作为一

把标尺，对商品之间的差异、不同环境下替代品的商品价值进行

精准分类。其次，此项实验也得出如下结论：人类的相关决策，

比如公共政策、企业决策等等均离不开行为经济学，即行为经济

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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