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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冲动性消费问题的洞察 1

（一）消费行为的异常表征

1. 高频次冲动消费现象

在当今丰富多彩的消费环境中，大学生高频次冲

动消费现象愈发凸显。随着互联网与移动支付的飞速发

展，消费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网络冲动性消费是冲动

性消费行为在网络购物情景中的体现，指个体在特定情

境刺激中体验到突然而强烈的立即消费驱力，在未仔细

考虑后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且能从消费行为中立即获

得满足。[1]

2. 非理性消费金额攀升

大学生非理性消费金额的攀升，已成为不可忽视

的问题。在服装和美妆消费上，非理性消费金额颇为

惊人。大学生们对时尚潮流的追求使得他们热衷于购买

各类新款服装和化妆品。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媒

体节目和广告，对媒体的接受程度，主要由对广告的信

任程度来体现。[2] 一些品牌通过明星代言、网红推荐等

方式，吸引大学生的关注。学生们往往为了跟上潮流，

购买大量服装和化妆品，而忽略了自身实际需求和经

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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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发的不良影响

1. 个人经济压力加剧

大学生作为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独立的群体，其主要

经济来源大多依赖于家庭给予的生活费。实证研究的结

果显示：思考体验营销会降低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发

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消费者在充分感受产品、服务之

后。对产品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更倾向于选择满足自己

实际需求的产品，而不会轻易做出购买决定。导致了思

考体验营销与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负相关的情况。[3]

然而现实中，冲动性消费行为却如同一股暗流，悄然加

剧着他们的个人经济压力。

首先，冲动消费往往导致开支超出预算。大学生在

制定每月生活预算时，通常会基于常规的生活需求进行

规划，如饮食、学习用品等。但冲动消费的随机性使得

他们频繁地打破预算限制。其次，冲动消费还可能引发

借贷行为，进一步加重经济负担。

2. 对价值观塑造的干扰

其一，过度追求物质消费容易导致价值观的扭曲。

在冲动消费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

物质的获取和享受上，认为拥有更多、更昂贵的商品就

能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其二，冲动消费引发的攀比

心理，破坏了健康的价值取向。当看到身边同学购买了新

潮的商品，一些大学生为了不落后于人，满足自己的虚荣

心，会不顾自身经济实力和实际需求，盲目跟风购买。

二、基于“刺激-反应理论”的深度解析

（一）外部刺激因素

1. 广告营销的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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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授理论知识和剖析实践案例培养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培育理性消费文化氛围，借助校园文化活动和朋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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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购物是自2016年以后兴起的融合电子商务、直

播、社交的新型购物方式，它解锁了“边看视频边下单”

的全新购物场景。[4]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广告营销无

处不在，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大学生紧紧笼罩其中。

商家深知广告的力量，为了激发大学生的购买欲望，他们

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精心设计各种广告宣传活动。

和传统类型的销售中介相比而言，商品线上促销的

成倍销量的增量效果更加显著，直播网络服务厂商逐渐

发展成为厂商从线下向线上延拓的核心方式。[5] 此外，

广告还常常采用情感营销策略，触动大学生的情感软肋。

一些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电子产品广告，会以“记录青春

美好瞬间”“助力学业进步”等为主题，引发大学生对美

好回忆的向往和对未来发展的期待，使他们在情感的驱

使下，忽略产品的实际需求和性价比，冲动下单购买。

2. 社交环境的催化

大学生处于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中，社交圈子对

他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校园里，同学之间

的相互影响尤为显著。

大学生普遍存在从众心理。当身边的同学购买了某

件热门商品时，为了融入群体，不显得“不合群”，其他

同学很容易跟风购买。这种从众行为并非基于对产品的

真实需求，而是为了在群体中保持一致，获得认同感。

此外，校园周边的商业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大学生的消费。学校周边的商业街、购物中心汇聚了各

种时尚品牌和潮流店铺，营造出浓厚的消费氛围。这些

场所经常举办各种促销活动，吸引大学生驻足消费。而

且，一些商家还会针对大学生群体推出专属的营销策略，

如学生优惠、会员制度等，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

3. 电商平台的促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商平台已成为大学生购物的

主要渠道之一。电商平台为了提高销售额，推出了一系

列促动消费的策略，对大学生的冲动性消费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首先，电商平台丰富的商品展示和便捷的搜索功能，

让大学生能够轻松接触到海量商品信息。各种个性化推

荐算法根据大学生的浏览历史、购买记录等数据，精准

推送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商品，使他们在浏览过程中不断

发现新的“心仪之物”。

其 次， 电 商 平 台 频 繁 举 办 的 促 销 活 动， 如“双

11”“618”等购物狂欢节，以及日常的限时折扣、满减

优惠、赠品活动等，营造出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

来”的紧迫感。这些促销活动往往伴随着倒计时、限量

抢购等元素，让大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不立即购买就

会错失良机的压力，从而冲动下单。

（二）学生反应机制

1. 消费心理的不成熟

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展的过渡阶段，消费心理尚未

完全成熟，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外部刺激时，容易产生冲

动消费行为。

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还在不断发展过程中，

他们往往通过消费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身份。为了凸显

自己的独特性，一些大学生会追求新颖、独特的商品，

而不考虑这些商品是否真正符合自己的需求和经济实力。

他们购买这些商品，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性表达需

求，而并非基于实际使用价值。

2. 消费决策的不理性

大学生在消费决策过程中，往往存在不理性的行为，

这也是导致冲动性消费的重要原因。

在信息收集阶段，大学生虽然能够通过互联网等渠

道获取大量商品信息，但他们往往缺乏筛选和分析信息

的能力。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密切相关，

同时大众传媒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文化，广告则是

新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6] 面对海量的广告宣传和用

户评价，他们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容易受

到虚假信息或片面评价的误导。

（三）理论作用下的消费迷局形成

1. 刺激与反应的恶性循环

在“刺激 - 反应理论”的作用下，大学生的冲动性

消费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外部刺激因素，如广告

营销、社交环境和电商平台的促动，不断激发大学生的

购买欲望，使他们产生冲动消费行为。而每一次的冲动

消费又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刺激与反应的联系。

而每一次冲动消费后，大学生可能会因为购买到心

仪的商品而获得短暂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会成为一种

正反馈，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冲动消费行为。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购买了大量不必要的商品，

导致经济压力增大，同时也可能因为消费行为与自己的

经济能力不匹配而产生焦虑和自责等负面情绪。然而，

在面对新的外部刺激时，他们又往往难以克制自己的冲

动，再次陷入冲动消费的循环，使得这种恶性循环不断

延续。

2. 对消费习惯的固化影响

冲动性消费习惯使得大学生在面对消费选择时，第

一反应往往是基于情感和直觉，而不是理性思考。他们

习惯于快速做出购买决策，而不考虑商品的实际需求、

性价比等因素。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期内改

变。此外，固化的消费习惯还会对大学生未来的消费行

为产生潜在影响。当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面临更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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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经济环境和生活压力时，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消费习

惯，仍然保持冲动性消费的模式，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

济风险和生活困境。

三、面向大学生冲动性消费的教育引导策略

（一）强化消费教育课程建设

1. 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

在高校开设专门的消费教育课程，系统传授消费相

关的理论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课程内容应涵盖经济学、

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让大学生全

面了解消费行为背后的原理。

在经济学方面，向学生讲解基本的消费理论，如边

际效用递减规律、需求弹性等，使他们明白如何在消费

过程中实现效用最大化。通过学习这些理论，学生能够

理解为什么不应该盲目追求数量，而是要注重商品的实

际价值和自身的需求满足程度。

在心理学方面，介绍消费心理的相关知识，包括从

众心理、攀比心理、求异心理等，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

消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误区。通过分析这些心理对

消费行为的影响，帮助学生学会自我觉察，在面对消费

选择时，能够理性思考，避免受到不良心理因素的左右。

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传授，使大学生具备扎实的消

费理论基础，为他们形成理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提供理

论支持。

2. 实践案例的深度剖析

收集各类大学生冲动性消费的典型案例，包括因冲

动购买高价电子产品而陷入债务危机的案例，因盲目跟

风购买时尚商品导致大量闲置的案例等。在课堂上，引

导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从案例中消费者受到

的外部刺激、自身的消费心理和决策过程等方面入手，

探讨导致冲动消费的原因。

此外，还可以引入一些成功的理性消费案例，随着

新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的行为是根据自身的消费升级所

产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新的理性消费行为正渐渐形成。[7]

分析这些消费者在面对各种消费诱惑时，是如何运用理

性思维和消费技巧做出明智选择的。让学生从正面案例

中学习经验，树立正确的消费榜样。

（二）培育理性消费文化氛围

1. 校园文化活动的引导

校园文化活动是培育理性消费文化氛围的重要载体。

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引导大学

生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组织校园消费调研活动，引导学生对校园内的消费

现象进行调查和分析。学生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

等方式，了解同学们的消费行为和观念，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通过参与调研活动，学生们能

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校园消费现状，增强对理性消费的认

同感，并将理性消费的理念传播给更多同学。

2. 朋辈群体的示范带动

选拔一批具有良好消费习惯和理性消费观念的学生，

作为朋辈消费引导员。对这些引导员进行专门的培训，

使其掌握理性消费的知识和沟通技巧。引导员可以在宿

舍、班级、社团等日常活动中，发挥示范作用，展示理

性消费的行为方式。例如，在购买商品时，引导员可以

分享自己的比价经验、选择商品的标准等，让同学们看

到理性消费的实际操作过程。

（三）助力学生自我管理提升

1. 消费规划能力的培养

引导学生制定个人消费预算。让学生根据自己每月

的生活费收入，合理分配各项支出，如饮食、住宿、学

习用品、娱乐等。在制定预算时，要充分考虑到各项支

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避免预算过高或过低。同时，教

导学生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预算，例如，如果某个月

有额外的支出，如参加考试需要购买复习资料，就要相

应地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

2. 自我约束机制的构建

构建自我约束机制是大学生实现理性消费的重要保

障。帮助学生制定自我约束规则。让学生将这些规则写

下来，张贴在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同时，鼓励

学生邀请身边的同学或朋友作为监督人，当自己违反规

则时，接受相应的“惩罚”，如请大家吃零食等。通过这

种方式，增强学生的自我约束意识。

参考文献

[1]陈步青.心理学视域下的网络非理性消费行为探

析[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7，5（05）：308-317.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7.05.007.

[2]郭朝阳.同龄人对青少年非正常消费行为的影响

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31（12）：16-22.

[3]刘新伟.体验营销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关系研究

[D].东北财经大学，2011.

[4]宣钰，孙江华.从理性到冲动：直播购物用户行

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及其在抗击新冠疫情期

[5]孙雨晴.基于结构方程的直播营销模式对消费行为

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3，（10）：69-74.

[6]黄昌力.新区模式城镇化对新市民群体消费行为

影响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9.

[7]王克宽.新时代消费行为变化对实体零售商业模

式创新的影响[D].武汉工程大学，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