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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消费行为研究

徐燕红，徐载娟，张丽娜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510850）

一、引言

“90后” 是指1990年至1999年出生的青少

年，其是社会中重要的消费群体。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经济的快速增长，“90后”生活在物质相对富裕

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未来消费市场的生力军，“90
后”消费行为对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

用。“90后”消费欲望强，消费观念超前，是未来

消费市场上最具有消费潜力的一代，也由此引发了

众多商家与学者的研究。本文先研究“90后”消费

的特点，然后找出“90后”消费行为存在的问题，

再剖析“90后”消费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提

出引导“90后”科学消费行为的对策。

二、“90 后”消费行为特点

（一）理性消费与非理性消费并存

“90后”以理性消费为主，非理性消费为辅。

整体而言，“90后”的经济能力较为薄弱，这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90后”的理性消费。大部分“90
后”在购买商品时更注重商品的实用性，他们会选

择符合自身经济状况与自身需求的商品。也有一部

分“90后”缺乏合理的理财计划，容易受到商品诱

惑，容易冲动消费，而购买不符合自身经济状况与

自身需求的商品，表现出非理性消费的一面。这类

“90后”消费超前，理财能力有限，非理性消费行

为使他们成为了“月光族”。

（二）消费结构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增长，“90后”

选择商品的范围变得更为广泛。加上网络技术的完

善与普及，也为“90后”购买商品提供了便捷。“90
后”在商品丰富的海洋中，呈现出不同的消费偏

好，也表现出消费结构多样化的特点。除了基本生

活消费外，“90后”还有学习消费、休闲娱乐消费

和人际关系消费。其中，休闲娱乐消费和人际关系

消费在“90后”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的重要角色。

（三）消费个性化
“90后”自主意识较强，个性较为张扬，注

重与众不同的自我形象塑造。他们在理性消费的同

时，也希望通过对个性化的追求，来向社会表达与

众不同的自我形象。因此，“90后”在购买商品

时，更倾向于选择能体现自我形象的商品，而非实

用性或性价比较高的商品。

（四）消费时尚化
“90后”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同，为了不在群

体中落伍，对时尚事物的追求较为主动，总走在时

尚的前沿。他们希望通过消费上的时尚，来表达自

我形象和自我价值。随着“90后”消费时尚化的愈

演愈烈，时尚产品已成为“90后”消费的大趋势，

个性张扬、追求时尚，也成为了“90后”的一大标

签。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同，“90后”往往存在从众

消费现象，对时尚品的抵抗力较弱。

（五）消费符号化
“90后”消费符号化表现在他们对商品符号

性价值的重视程度比商品的实用性要高。他们在消

费过程中更注重商品的品牌形象和商品的外观，也

更注重消费的体现过程。“90后”希望通过商品的

符号象征意义彰显自我，显现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社

会地位。追求名牌包包、名牌鞋子、昂贵手机等商

品的行为在“90后”身上已是普遍现象。“90后”

消费符号化，让“90后”沉浸于“成功”的精神快

感，但也滑向了奢侈消费的深渊之中。

三、“90 后”消费行为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差距大
由于地域发展差异和家庭经济差异较大，“90

后”消费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生长家庭环境较好的

“90后”拥有充裕的经济支持，消费较为高端，如

高端的电子产品、名牌商品、国外旅游、高档娱乐

场所、汽车等。他们从小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生

活，离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道路渐行渐远。生长

家庭环境较差的“90后”，则因为生活费用有限，

而在消费较为谨慎，其消费大部分为基本的生活消

费。他们没有充裕的经济支持，但容易受到他人的

影响，通过网贷、信用卡等方式，消费与自身经济

能力不符的商品或服务。“90后”的消费差距分化

较大，加上攀比心较强，因此很容易出现人生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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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偏差现象。

（二）消费结构失衡
“90后”消费结构多样化，除了基本生活消

费外，还有学习消费、休闲娱乐消费和人际关系消

费。休闲娱乐消费和人际关系消费比重日渐增大，

而基本生活消费和学习消费比重则日渐减少。消费

结构的失衡，给“90后”生活带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

四、“90 后”消费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社会方面
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为“90后”提供了丰富

的物质生活环境，同时也给“90后”的消费选择带

来了巨大的困惑。社会中一些不良的消费现象，如

奢侈消费、面子消费等，不断地侵蚀着“90后”的

消费观。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加深，国外众多名牌

商品纷纷涌入，趋势“90后”消费变得时尚化和符

号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大众传媒与人们生活

更加息息相关。部分大众传媒在利益驱使下，不断

地向“90后”传输成为社会时尚风标及时尚消费的

重要性，不断地引导“90后”进行时尚消费、不合

理消费。“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就这样”“我

就喜欢”等广告语不断地刺激着“90后”的消费神

经，促使“90后”消费行为产生偏差。

（二）家庭方面
“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无论其家庭背景

如何，大多父母都是十分宠爱子女的。大多“90
后”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在物质丰富的社会

环境中过着优越的生活，不知道“粒粒皆辛苦”，

不知道“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

长是孩子教育的第一位教师，也是孩子人生中最重

要的教师。部分家长缺乏对其子女正确消费观的引

导，打着关爱子女的口号，尽可能满足子女物质要

求的行为，助长了攀比之风。而家长的不良消费习

惯，如面子消费、冲动消费、符号消费等，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给“90后”传输不正确的消费观，助长

其产生不良的消费行为。

（三）自身方面
“90后”消费趋于个性化、时尚化、符号

化，是因为“90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人生观和

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对外界的抵抗力较弱。随着

经济的全球化、科技的进步，社会中的各种诱惑越

来越多，如果“90后”的自控能力不强，便很容易

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进行不合理的消费。

五、引导“90 后”正确消费行为的对策

（一）社会方面

想要使“90后”养成正确的消费行为，规范

社会消费环境，引导“90后”建立正确消费观十分

重要。大众传媒应充分发挥宣传舆论的作用，积极

宣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90后”建立正确的

消费观，让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在“90后”身上得以继承及发扬光大，同时让奢

侈消费、面子消费等不良消费现象得到遏制。

（二）家庭方面
家长是孩子教育的第一位教师，也是孩子人

生中最重要的教师。“90后”的消费观在一定程度

上会受到其家长的影响。因此，家长应以身作则，

拒绝面子消费、冲动消费、符号消费等，从小潜移

默化地引导孩子进行理性消费。家长应提倡勤俭节

约，支持饭桌上的“光盘行动”，杜绝铺张浪费。

家长在外就餐时，应根据就餐人数的多少与就餐人

的食量来点餐，不能因为好面子而点大量的菜，如

果菜点多了，可以打包回家，防止浪费。家长应从

小加强对孩子的理财教育，培养其形成正确的金钱

观。同时，家长还应正确对待“90后”的物质要

求，不能一味满足，而需让“90后”逐渐明白金钱

的来之不易，引导其理性消费。

（三）自身方面
引导“90后”建立正确的消费观，除了社会

与家庭的配合，还需“90后”自身的努力。一方

面，“90后”要充分发挥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消费观，努力提高自己的自控能

力，自觉抵制外界的不良影响，克服消费符号化，

减少消费冲动。

另一方面，“90后”应主动接受社会磨练，以

不断完善其正确的金钱观，合理使用每一分钱。可

以说，“90后”只有学会感恩，即感恩父母、感恩

劳动者，他们才会珍惜现有的一切，主动远离社会

中的不良诱惑。

六、结语

“90后”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社会的重

要建设者，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引导其建

立正确的消费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引导“90后”建

立正确的消费观，需要社会、家庭、“90后”自身

的配合与努力，需要规范化的消费环境，需要家长

潜移默化的教育，也需要“90后”的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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