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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①大学生新消费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冯承才

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 200245

摘 要：论文基于互联网时代下国内全新的消费环境与消费模式，应用新时代中国新消费观理论，对 Z 世代大学生

群体的新消费表征及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Z 世代大学生群体整体上呈现出消费心态复杂化、消费渠道多

元化、与父母观念差异扩大化、群体内部差异化等消费表征。青年特性的基础影响、原生家庭的根本影响、网络媒

体的直接影响、大学生群体的互相影响是大学生群体消费观的影响机制。通过该研究可见，Z 世代大学生群体已成

为新的消费主体、渗透到新的消费领域、习惯使用新的消费技术、拓展出新的消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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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ew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of Generation Z 
College Students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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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domestic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and consumption mode in the Internet era, this paper applies 
the new consumption theor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study the new consump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Z-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Generation Z college 
stud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consumer attitudes, diversified consumption channels, widening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with parents, and intern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group. The basic influence of youth characteristics, the fundamental influence 
of native families,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online media, and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views. Through this stud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Z 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 new consumer group, infiltrated into new consumption fields, accustomed to using new consumption 
technologies, and expanded new consumption channels.
Keywords: generation Z college students; China’s new consumption concept in the new era; consumption charac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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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从海淘潮流、直

播购物，到共享经济，传统的消费模式正被逐渐颠覆，各类

电商、网红纷纷投入直播的行列，带来了全新的营销和消费

模式。在此背景下，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也受到各种购物平台、

融媒体和数字化营销策略的深刻影响而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方面，“该省省，该花花，骑着单车逛酒吧”，这

句诙谐的顺口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注重商品性价

比的务实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消费“大手大脚”、超前消

费、冲动消费等现象在 Z 世代大学生群体中则更具代表性。

当大学生对网购的商品不满意时，往往因为退货麻烦而选择

丢弃商品；北京海淀区消费者协会曾在北京大学等 8 所高校

开展了大学生网购消费的调查，调研显示，53.86% 的受访

者曾因促销活动购买了不需要或过多同类型的商品而长期

闲置不用；42.35% 的受访者曾听信广告宣传，买了不符合

要求的消费品；还有 23.01% 的受访者曾网购超过自身消费

能力的商品或透支消费。

当前，大学生从消费理念到消费模式均在与时俱进发

生着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既往时代的新消费观。

这种新消费观具体表现是什么，其制约和影响因素又是什

么？当下大学生应如何理性认识新消费观，并理性约束自我

消费行为呢？当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大

学生消费观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将从社会工作视角，并基于

马斯洛需求理论框架，对新形势下大学生消费观呈现出的新

状况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进而对优化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消

费结构提供指导建议。

2 文献梳理及理论依据

2.1 文献综述

2.1.1 关于大学生消费观现状的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学生，对互联网上的新鲜事物关

注度高，热衷于追求潮流，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在消费群体

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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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方面，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的泛滥，网络

技术的发展和学生精神世界的空虚导致价值观和消费观出

现偏差，进而导致部分大学生可能产生“伪精致”心理。

在消费行为上，普遍不具备理财意识，对购物有错误

认知，大部分学生有盲目消费甚至过度消费的习惯。青少年

消费群体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采用刷

信用卡、网贷等方式进行消费购物，这种超前消费方式已经

被大多数青少年消费群体所接受。

此外，互联网的发展为大学生购物提供了更透明的价

格，更清晰的对比，大学生群体也出现了“算满减”等新的

购物倾向。例如，大学生粉丝在追星消费时最注重的因素是

“质量”和“实用性”，感知有用性依然是影响大学生做出

是否购买决定的重要因素。

2.1.2 关于大学生消费观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提

出大学生的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同伴效应，其消费行为受同

辈群体影响较大，且月消费额较低的同学受到同伴的影响会

更大，从众效应更明显。

舆论环境和家庭环境会对大学生的消费观产生巨大影

响。粉丝文化是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深刻地

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观；家庭条件和家庭教育会对大学生消

费观产生重要影响，大学生在享受化消费、符号化消费、异

化消费、发展型消费和务实型消费维度的倾向性具有显著家

庭条件差异。目前，消费观引领的深度不足、消费观引导效

力未充分发挥、专业课程中消费观引领的元素未被挖掘是导

致大学生出现消费观偏差的重要因素。

2.1.3 关于引导大学生消费观的研究
在如何引导大学生消费观方面，我国学者提出以思想

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加强大学生消费观的培育，在课堂上将

理性消费观的重要性传递给大学生，增加大学生的消费知识

储备，提高个人思辨能力、养成良好消费习惯、鼓励大学生

通过劳动锤炼艰苦朴素的人生态度，提高自控能力。

充分发挥家庭消费观教育的辅助作用，优化社会消费

观培育的引导作用……加大对媒介平台的监管力度……使

大学生能够掌握必要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在此基础上，

形成一定的基本风险评估能力……并在消费时能根据认知

做出理性的抉择。通过高校育人增强消费观培育辐射力；建

立引导大学生科学消费的保障边界，以国家行政强制力保障

实施，建立消费行为的规约机制，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

2.1.4 文献评述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的行为是由社会和社会环境塑

造的，把个体的行为放在某群体中进行解释，研究个体彼此

之间的互动对于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个体行为及其心理动因

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专家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消费主义思

想、“互联网 +”的发展与普及、网红营销模式等宏观视角，

企业、职业技术学校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个人消费心理的微

观研究，而在中观层面上将大学生消费观放在其成长经历、

成长环境及目前所处的环境中进行的研究相对缺失。

在解决问题的方法研究上，主要集中于诸如加强教育、

由国家禁止大学生开通信用卡和办理网络贷款之类的强制

性措施。但是，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国家行政手段干预，

可自上而下纠正大学生不良消费观的同时，其本身存在的缺

点也不可忽视。例如，大学生基本迈入了成年人行列，其价

值观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基本形成，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

值选择，因此在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形式主义和逆反

心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可能有限。

2.2 理论依据
“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马克思等人的

论述表明，新消费模式的产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Z 世代大学生“新消费”特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进

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新消费产生的基础。据此，中国诸多

学者提出了新时代新消费观的相关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要义

为：新消费是指由数字技术驱动，满足人们信息化、智能化、

多维融合等服务需要的行为过程。该理论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消费主体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

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

制。这表明，新消费往往发生在适应新时代，且具备新的消

费特征和能力的群体中。Z 世代大学生群体无疑是新消费的

典型群体以及主力群体。

第二，在消费领域方面，马克思等人认为，人有生存的、

发展的和享受的需要。新消费领域主要涉及时尚消费、信息

消费、绿色消费、文旅消费等服务行业和领域，体现了消费

者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随着新时代的发展，新消费领域

不断拓展、延伸和细化，如进一步衍生出的高端旅游、文化

创意、健康管理等新兴领域更精致化、更专业化，并能带给

消费者更为舒适的消费体验。

第三，在消费技术方面，马克思等人认为需要的方式

和需要的数量是历史的产物，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随着

新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随之不断发

展，改变了当下人们的生活与消费环境，催生了线上智能化、

数字化消费，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

第四，在消费模式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消费品

中存在商品和服务两种形式。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

消费模式，线上消费模式应运而生且不断发展，各类线上消

费渠道丰富多样，各大消费平台及各种优惠活动极大地刺激

了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

论文即以新消费观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并结合 Z 世代

大学生的新消费实际开展相关研究。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应用访谈法和文献研

究法进行研究资料的搜集。本研究以 Z 世代大学生群体为

主要研究对象，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共访谈 20 位大学生，

包括十位女性和十位男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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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 世代大学生新消费观表征

4.1 消费心态复杂化
大学生消费心态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现代消费主义

思潮和务实消费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大学生身上。L4 就

是其中的典型——他有时候一掷千金买开心，曾一夜消费透

支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有时候也会抠抠搜搜不舍得花钱，在

吃饭、出行的时候能省则省。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表现出了大学生怎样的消费心理？

尽管受访者的回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价格”与“品

质”（或“质量”），这可以反映出大学生消费会高度关

注性价比，呈现出务实消费的特征。但是实际消费活动中 Z

世代大学生更多表现出的是从众消费、为偶像代言买单等特

征。就笔者访谈问题“目前是否储蓄？是否有存钱计划？”

来看，仅 8 位受访者表示可以存下一部分钱。另外，G1、

L2 位受访者明明表示超前消费不好，但是因为消费高，生

活费跟不上，还是得借钱或贷款消费。

Z 世代大学生一方面主观上认为要综合衡量价格与使

用价值及耐用性，认为要省钱存钱，但因其消费需求比较

多，最终省不下钱。另一方面，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大学生的

储蓄意识确实比较淡薄，缺少通过储蓄应对消费风险的消费

意识。

4.2 消费渠道多元化
总体而言，大学生消费渠道主要分为网络购物及线下

购物两大类，其中网络购物从淘宝的一枝独秀到淘宝京东拼

多多等多平台全面开花；从网上购物邮递到今天多多买菜、

美团买药等逐渐加入，可供大学生选择的购物渠道和购物方

式日益丰富。网络购物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渠

道，极大地挤压了线下的交易空间。

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网络购物平台纷纷开始推出“先

花后还”“秒到账”乃至“短期无息”等贷款活动，这些活

动极大地带动了社会消费，也助推了大学生的超前消费。在

国家推出禁止大学生贷款的政策后，平台会在放款条款中要

求贷款者明确自己是否在校学生，但因涉及公民隐私，这种

身份审查并不严格，Z2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尝试在某平台

借款两千元，勾选确认自己不是大学生后审核就通过了，并

且成功收到放款，年化利率为 19.8%。

与此同时，为应对网络购物对线下的冲击，传统商铺

表 1 受访者情况简介

访谈对象

编码

访谈对象

性别
在读年级 生活消费水平 受访者简介

L1 女 本科三年级 A 贫困生，居住于某县城，父母收入较低且父亲因病致残

L2 女 本科三年级 B 父母国企双职工，基本属于中产家庭

H1 女 本科一年级 B 机缘巧合对其访谈，由于笔者与其不熟识，相关情况不详

Y1 女 专升本一年级 B 家里有小产业，家境相对优渥

N1 女 专科三年级 C 父亲开货车，母亲务农，哥哥在役，居于农村，收入较高。

L3 女 本科四年级 A
贫困生，因家庭变故其主要由爷爷奶奶抚养，平时主要依靠助学贷款和姑

姑等亲戚筹集的生活费

Z1 女 专科一年级 A
父母双职工，父亲额外兼职劳务中介，收入较高但由于其姐妹众多，家庭

开支大，生活费较低

Q2 女 专科三年级 B 父母经营门店，收入可观，基本属于中产家庭

M1 女 专科二年级 B 父母都是县城单位的干部，收入较高，在县城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L4 男 专科三年级 C
父母国企双职工，其个人社交能力较强，消费水平极高，曾因过度超前消

费导致网贷无法偿还；目前能支撑其消费

L5 女 专科三年级 B 父亲在某国企工作，母亲经营门店，家庭收入可观

G1 男 本科四年级 B
父亲是某国企负责人退休，给其存款较多，但为了避免其乱花钱，生活费

较低，导致其经常借朋友钱吃饭

L6 男 本科四年级 D
父母都是体制内干部，家境优渥，在父亲的帮助下，他投资了朋友的某门

店并占有 50% 份额

Q2 男 本科四年级 B 父母国企双职工，但由于投资失败，家庭条件一般

H2 男 本科三年级 B 父母国企双职工，基本属于中产家庭

H3 男 本科四年级 B 父母国企双职工，基本属于中产家庭

Z2 男 本科四年级 B 母亲待业，父亲经营门店，家境一般

L7 男 本科二年级 B
父母国企双职工，父亲业余经营其他业务，且爷爷奶奶有退休金，家庭条

件较好

X1 男 本科一年级 B 父母国企双职工，基本属于中产家庭

W1 男 本科三年级 B 父母双职工，父亲在外企工作，基本属于中产家庭

注：生活费水平处月生活费 2000 元以下为 A，2000~2999 元为 B，3000~3999 为 C，4000 元及以上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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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创新改革，部分企业开始线上线下联动发力。例如，

通过在线上平台出售优惠券，鼓励客户购买优惠券后到店使

用（这一点在餐饮行业的表现更为明显）。消费渠道多元化

成为 Z 世代大学生所处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也成为他们典

型的消费特征之一。

4.3 与父母观念差异扩大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代际间的观念差

异进一步扩大化。老一代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之他们成长

于物质匮乏的时代，追求勤俭节约，在生活上能省则省；而

年轻人深受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之生活于经济高速发展

的时代，非理性消费的情况更突出。

这种差异化导致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矛盾——在校

大学生消费意愿更强，他们认为现在物质很丰富，太委屈自

己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希望父母能满足其消费，而父母一代

更希望大学生勤俭节约，会对其进行说教，由此观念上的冲

突就会演变为矛盾。笔者发现，大学生与父母在消费观上的

分歧具有普遍性。

针对此种消费观乃至价值观上的分歧，多数同学认为

与父母实在是难以沟通，甚至一些同学表示这种事情没必要

沟通，他们不希望父母干涉自己的生活，只要给自己足够的

生活费就好了。

L1 同学的回答在难以与父母沟通的同学里面很具有代

表性，她对此问题反映比较激烈：“他们就是老封建，我实

在搞不懂他们的节俭观念，逢年过节人家串门带的礼物不舍

得吃，非得等到放坏了，然后还要从坏的那个开始吃，最后

全是吃的坏的，万一吃坏了肚子去医院要花的钱更多。在我

看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谈及如何与父母相处，她表示“各

花各的，他们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希望我照着这个额度花，

我也不跟他们争论，我会做家教啥的赚一点钱，这部分就是

我赚了自己花，完全不会让他们知道，知道了又是问题。”

当然也有例外。L6 同学的父母对他的消费就十分支持，

他的生活费明显高于其他同学，他的生活费仅供吃饭和外出

零花，购买衣服、鞋帽等其他商品会由父母另外给钱，甚至

在父母的支持下开办了投资项目。

4.4 群体内部差异化
前文呈现的主要是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特征，但事实上，

由于原生家庭、成长经历乃至个人价值观的差异，大学生

消费特征也具有较大的内部差异性，主要集中于对待超前

消费的态度、储蓄观念等方面。在如何看待超前消费方面，

Q2 和 G1 两位受访者的态度各具代表性，G1 表示自己不希

望还没开始赚钱就背负上债务，所以其有多少生活费就花

多少。Q2 表示自己参加的社团比较多，认识的朋友多，日

常开支较大，除了生活费外还会在课余时间想办法赚点外

快，但是工资发放不及时，这个时候只能使用花呗过渡一段

时间。

在储蓄观念方面，8 位受访者表示自己的生活费足够消

费，自己还可以结余一部分钱存起来，目前已经有了一部

分存款，L6 生活费较高，在父母的支持下投资其朋友的一

家餐馆，获得 50% 的份额，但因为其消费同样较高，加之

计划扩大餐馆规模，因此目前没有存款。11 位受访者表示

自己生活费不足，需要赚些外快支撑，其中既包括 L1 和 Z1

这样家庭较为贫困、生活费较低的同学，也包括 L4 这样生

活费较高的同学。这 11 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很希望存钱，但

是目前的钱实在是不够花，Q2 等 3 位同学表示自己拿到生

活费时会做消费规划，希望存下一部分钱，但是花着花着就

超了。

5 Z 世代大学生新消费观影响机制

5.1 青年特性的基础影响
关注时尚、追求潮流是作为时代弄潮儿的年轻人本色。

Z 世代大学生新消费观的产生离不开作为青年人的共性，也

是大学生消费观产生新特征的基础。

追求潮流的年轻人恰逢经济高质量发展、物质条件日

益丰富、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

入推进等时代大背景，他们会选择更多元的消费渠道，更加

乐于享受生活，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此外，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消费升级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意味着消费者会不

断追求更高品质、更个性化、更多样化的消费，作为接受新

鲜事物能力最强的消费者，Z 世代大学生群体的消费需求更

加个性化，呈现出多样化的消费特征。

5.2 原生家庭的根本影响
原生家庭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

及物质保障两个方面。

一方面，家庭教育是孩子价值观形成、个人素质塑造

的“第一课”，对孩子的人生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原

生家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塑造是大学生消费观最根本的

影响因素，Z 世代大学生身上呈现的消费观的各个特征都与

其接受的家庭教育有着千丝百缕的联系。

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大学生的消费观与父母年龄以及

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方式有着较大的相关性，在家庭物质条件

接近的四位受访者中，越年轻的父母越倾向于支持孩子消

费。G1 与 L6 两位受访者表现最明显，他们父母收入较高，

家庭储蓄也较高，但其生活消费水平相差较大：G1 接受比

较传统的家庭教育，父亲一直通过“穷养”的方式和严格的

教育希望培养其简朴勤勉的品性；L6 的父母比较开明，希

望培养他正确的消费观，从上中学开始便给予其高于平常学

生水平的生活费。反映到他们的消费行为上，G1 的消费十

分保守，与父亲的关系也不融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说

不到两句就得呛起来。”而 L6 的消费比较前卫，而且投资

了其朋友的一家餐馆并占有一半的产权，在外出游玩、购买

到某新奇商品时也愿意与父母进行分享。反映到他们的消费

观上，G1 直言自己“不希望储蓄，自己能赚够花的就好。”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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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消费品质，“东西一定要买好的，我更相信便宜没

好货。”

另一方面，家庭给予的物质保障会极大地影响大学生

的消费方式。通常情况下生活费充足的学生不会选择超前消

费，他们往往量力而行，考量自己的生活费后再满足自己的

购物需求；反之，生活费相对较少的学生则更容易出现超前

消费的行为。

5.3 网络媒体的直接影响
在谈及关于“超前消费”的看法时，L1 提出网络媒体

上消费主义思潮会刺激消费，影响大学生的消费行为。W1

的观点与 L1 相似，他也认可网络媒体上消费主义思潮对年

轻人的影响，并认为短视频对消费观产生较大影响，而这个

影响大多时候是负面的。自己的女朋友就是受这种思想的荼

毒，认为自己不为她花钱就是不爱她，这给自己带来了较大

的负担，最终因为观念不合分手了。

L4 则表示自己刷短视频纯属娱乐，基本上不会在网上

买什么东西；Q1 表示短视频直播的商品感觉都是涨价后再

打折，没有啥实际意义，纯属诈骗；L6 甚至声情并茂地表

示“还是实体店商品质量更好，网上销售的东西确实更便宜，

但是质量没有保障，短视频上的东西那就是纯属劣质产品。”

随着中国制造行业不断发展，消费市场上呈现出供过

于求的情况，因此逐渐发展出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的现象。

网红经济的崛起、短视频的兴起即这一趋势的产物，也对大

学生的消费观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目前来看这种影响

以负面居多，不仅诱导大学生消费，还以碎片化的视频浪

费其时间；短视频以大数据分析受众爱好，迎合受众偏好，

容易导致入世未深的大学生价值观的偏离进而导致消费观

扭曲。

5.4 大学生群体的互相影响
受访者普遍表示自己还是比较有主见的，不会刻意模

仿朋友的购物行为，但是他们承认自己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周

围同辈群体的影响。例如，进入高校后经济水平较低的学生

往往希望通过学习身边条件较好的同学的穿搭来帮助自己

改善审美，Q2 表示“我审美不怎么样，经常会向室友学习

穿搭。”

此外，互赠礼物也是消费行为相互影响的重要体现，

朋友给自己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自己在回赠时总不会低

于收到礼物的价值，因此在跨阶层社交时，互赠礼物会给条

件相对较差的同学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促使其通过花呗等

平台借钱满足自己的消费。例如，Q2 表示自己参加的社团

比较多，目前还在学生组织任职，经常会有些团建活动，朋

友过生日还得互相赠予礼物，日常开支较大，有时使用花呗

过渡一段时间，但不会出现还不上的情况。受访者 L4 的表

现更为明显，一方面他表示身边的朋友大都是富家子弟，另

一方面他交往了许多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富二代，在与他们交

往的过程中，他的消费“胃口”不断扩大，后来为了维系关系，

他在某娱乐场所一夜便消费了其三四个月的生活费，结果实

在无力偿还了，由父母还清贷款。

6 结论与讨论

结合新时代国内新消费观理论，可对 Z 世代大学生群

体中呈现的新消费观做如下总结：

第一，Z 世代大学生已经成为新的消费主体。目前，Z

世代大学生群体已成为乐于尝试、乐于接受新消费模式的新

兴一代。一方面，Z 世代作为青年群体，其本质属性决定了

其对新鲜事物具有较高的接受度，且群体之间会产生相互影

响。另一方面，Z 世代受学业、工作等时间安排往往较满，

他们更倾向采用线上等新的消费模式进行各类消费。

第二，Z 世代大学生已渗透到新的消费领域。Z 世代大

学生目前主要涉及时尚消费、文旅消费等行业和领域，更有

甚者，涉及消费奢侈品、高端旅游、文化创意等新兴消费领

域，这与传统消费已有明显差别。

第三，Z 世代大学生习惯使用新的消费技术。随着中

国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消费依托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催

生了消费新产品、新模式。Z 世代大学生利用抖音、快手等

线上销售平台进行消费和娱乐，这与以往已有了显著区别。

第四，Z 世代大学生已拓展出新的消费渠道。当下，

00 后大学生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丰富多元的

渠道进行消费，这大幅提升了该群体的消费体验，并拓展出

更多的消费途径。他们往往平衡和甄选不同的消费平台，并

对线上各类消费平台有着自己的判别和选用倾向。

第五，Z 世代大学生表现出新的消费模式。Z 世代大学

生明白自己希望通过消费活动满足自己的需求，但部分学

生为了满足自己心理需求或者是为了满足融入某特定群体

的需要而超前消费，并会通过花呗等平台分期付款或先花

后还。大学生群体总体表现出务实消费与超前消费并存的

特征。

基于Z世代大学生群体新消费观的新表征与影响机制，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对于 Z 世代大学生消费观呈现出的新特征，应

当用发展的眼光予以理解并尊重，避免污名化。超前消费本

身也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关键在于要把握尺度，避免

出现像 L4 一样超前消费到自己完全无法如期偿还，逾期一

个月被迫由父母代还的情况。

其次，Z 世代大学生应具备合理规划和安排自己消费

行为的能力，要求父母超出自己的承担能力来支持高额消费

无疑是不合理的。

最后，目前 Z 世代大学生的储蓄意识整体较为淡薄，“全

额消费”和“超前消费”现象比较常见。建议加强消费舆论

导向，开展科学的消费引导，提升群体储蓄意识和能力。例

如，可在大学课程中增加关于消费行为的公开课，以培养大

学生正确的消费观以及合理的储蓄观，增强 Z 世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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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应急意识、理性消费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减少不

必要的消费支出，以从整体上优化 Z 世代群体的消费结构，

助力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注释：
① Z 世代：又称“网生代”“互联网世代”“数媒土著”，

通常是指 1995—2009 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

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

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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