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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现状及引导策略
顾博

哈尔滨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 要】：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势头突飞猛进，各种网络平台及互联网产品应运而生，网络消费文化也在年轻人群中兴

起。“00 后”大学生是最贴近互联网发展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对网络文化消费的接受度最高。

但因为“00 后”大学生消费习惯还不够成熟，难免会在网络文化消费过程中产生各类问题。本文就对“00后”大学生网络文

化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探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真正享受互联网文化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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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兴起，各类网络购物平台或网络服务平台在人们

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购物，甚至还推出了各种网络文化产品，形成了网络文化消

费风潮。例如“二次元”文化消费、音乐消费、视频消费及

电子书消费等。“00后”对新鲜事物接受度最高，在网络文

化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由此也出现一些不良的消费习

惯，需要社会各界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

1 “00 后”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现状

1.1 消费多样化、普及程度高

互联网在生活中的使用频率逐渐升高，为生活提供了巨

大的便利，网民数量持续增长，同时网民年龄也在不断降低。

“00 后”从小开始接触互联网，他们在互联网用户中占比最

大，“00后”学生对互联网的接受度普遍较高，对网络文化

消费也呈现极高的包容性。“00 后”大学生对精神层面的消

费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对网络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更

高。他们会选择购买影视会员、音乐会员，会为网络游戏进

行充值，达到更优质的体验。同时，便利的网络购物也成为

了大学生消费的主要方式，不用外出就能浏览各种各样的商

品，选购时间地点不受限制，网络购物数量也就居高不下。

网络课程及电子书的普及也成为大学生文化消费的重要选

择，例如考研课程及各类文化课程，让大学生有更多的学习

方式，不用拘泥于单纯的课堂教学，在家或者外出都能随时

观看教学视频进行学习。

1.2 个性化消费占据主导地位

网络文化消费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点[1]。“00 后”

大学生个性鲜明，在网络文化消费习惯也体现出极强的个性

化。例如二次元文化消费，随着动漫和漫画的兴起，二次元

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多，主要为年轻群体，他们选择支付会员

观看动漫视频，支付费用浏览喜欢的漫画，还有一部分二次

元受众会因动漫文化购买相似的“cos 服装”参加漫展。同

样的还有洛丽塔文化兴起，吸引大量年轻人购买相关服饰，

在外出时穿着展示。网络社交平台也是“00后”大学生消费

的主要平台。例如微博及百度贴吧，只要充值会员，就能体

验评论带图、装扮主页的特权。

1.3消费习惯不成熟

网络文化消费为大学生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是在便利

的同时也产生了弊端。一方面是大学生消费习惯还没有完全

成熟，消费行为过于冲动[2]。现阶段网络文化产品层出不穷，

并且用各种手段刺激消费。导致大学生消费往往不是根据需

求进行购买，而是由价格实惠、不买吃亏的心理主导消费行

为。另一方面大学生也存在过度消费的行为，为游戏充值购

买“皮肤”及装备可以一掷千金，表现出不理性的消费观。

盲目跟风也是大学生网络消费的主要原因，前段时间盛行的

“JK”文化，让格子裙一度成为网购热潮，大受追捧，部分

大学生就因热潮推动购买“JK”制服，并因为追求独特性而

逐渐形成攀比风，在“JK”制服中不断进行消费。还有一部

分大学生对国外网络文化充满好奇，用金钱购买进入外网的

资格，外网生态环境和国内不同，充斥着暴力与不良内容，

大学生不仅失去金钱，还对自己的身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 “00 后”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原因

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突破，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消费方式。网络覆盖率会改变人们的生

活习惯和消费习惯，“00后”大学生在这样的网络文化包围

中，必然会对网络文化消费产生好奇心。大学生因为生活及

学习产生精神压力，网络文化无边界、交流快，与大学生的

精神需求完全吻合。网络文化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方式，

对“00 后”大学生的消费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00 后”

大学生拥有自由开放的特质，兴趣广泛并且乐于追求新鲜事

物，好奇心极强，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消费。

“00后”大学生也是追星主要群体，他们拥有时间和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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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网络平台为追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各类平台不断

推出五花八门的排名文化，并且支持粉丝为排名进行消费，

追星群体就会为这个排名不断花费金钱。例如微博平台推出

的“超级话题”和“鲜花榜”，每位明星的人气都会在榜单

上体现，粉丝们为了排名靠前，会不断的购买账号或者鲜花

支持喜欢的明星，以维持明星的排名。同时，各个网络电商

平台也在各种时间段进行大促活动，例如“6.18”和“双十

一”的购物节，网络购物平台和商家将商品价格降到最低，

吸引大量的大学生，即使这不是他们当下需要的产品，也会

因为便宜而进行购买，这也导致了不良的消费习惯。

3 引导“00 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文化消费习

惯

3.1“00 后”大学生应理性面对网络文化消费

大学生毕竟还只是学生，自身尚未完全独立，需要家里

的资金支持，每个家庭的条件也大不相同，能资助给大学生

的生活费也有限制[3]。网络文化消费蓬勃发展，大学生难免

存在跟风消费的情况，不考虑自身实时能力，盲目追求潮流

与热点，使网络文化消费支出严重超出自身承受范围，不仅

透支消费还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法企业利用网络平

台，为过度消费的大学生提供网贷，收取暴利，使借贷大学

生限入困境，甚至做出各种违法行为。因此，大学生消费要

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理性消费，按需消费，不要超前或透

支消费，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避免成为背负网络债务的傀

儡。

3.2 网络文化企业进行严格管控

网络文化经营企业作为网络文化的生产者，应为网络文

化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网络消费体验。拒绝传播不良文化，及

时对不合理的消费模式进行调整。前段时间微博刚刚停运的

明星“鲜花榜”就是一个不良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投入金

钱购买“鲜花”，送给明星来稳固排名，没有任何约束措施，

使大量消费观尚未成熟的大学生不断花钱购买。网络视频直

播平台也存在严重的消费陷阱，主播利用各种手段煽动观看

者刷礼物，甚至有未成年群体偷偷用家长手机为主播豪掷千

金。网络文化经营企业应对推出的文化产品负责，发现不良

网络文化消费模式应及时进行撤销，给大学生提供真正有价

值的文化产品，做优质的网络文化经营企业，为网络文化消

费者提供良好的环境。

3.3 高校开展宣传理智消费活动

高校学生长时间在校，学校作为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

地点，应肩负起引导大学生正确网络消费的责任，立志培养

优秀的人才。高校面对网络文化消费中存在的消费陷阱应有

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消费引导。高校可开展网

络文化消费知识讲座，让大学生具有识别网络文化消费中存

在漏洞的能力，认清不合理消费存在的弊端。高校也应开展

防止网络消费诈骗讲堂，让大学生对网络文化消费时刻保持

警惕态度，避开危险的网络文化消费。同时，高校也应该组

织各种文化活动，例如书法、绘画、象棋等文化活动，丰富

大学生的课外时间，充实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远离网络中不

良文化的侵蚀。高校也可以利用各种沟通平台，经常推送网

络文化消费安全知识，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消费进行正确

及时的引导，帮助他们养成理性的消费习惯。

3.4家庭引导正确消费观

家庭环境和文化的不同，对子女的影响也不同。大学生

的消费习惯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家长要及时了

解当前网络文化消费情况，关注大学生在校消费习惯，经常

与孩子进行沟通，从根本上帮助大学生理性消费。

3.5政府网络监管部门加强监督

政府网络监察部门作为网络的监察机构，应严格管控不

良的网络文化，减少不良内容的曝光率，为大学生提供优质

的网络环境。网络文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大学生很容易购

买到低劣的网络文化产品。政府机构应严格规范网络文化企

业的经营模式，建立监督问责机制，对不良网络文化企业进

行惩治，使网络文化企业时刻保持警觉。政府网络监察部门

应随时全方位监测网络文化的内容，及时对不良网络文化进

行纠正及下架，创造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为网络文化消费

者提供安全保障。政府网络监察部门还应该利用网络影响

力，宣传健康的网络文化消费方式，从根本上帮助网络文化

消费者建立合理的消费方式，创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消费新风

尚。

结束语

经过本文的探讨发现，“00后”大学生网络消费习惯尚

未成熟，存在严重的盲目消费和过度消费问题，需要及时进

行消费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大学生自身培养自制力，

拒绝各种网络文化消费的诱惑外。高校、企业及政府也要共

同引导大学生远离网络不良消费，给大学生创造一个健康有

序的网络文化消费环境，使大学生学会适度消费，理性消费。

大学生的素质关乎国家未来，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金钱观，不要做网络文化消费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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