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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线上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由于互联网的
高度普及和移动支付的便利性，线上消费行为越发频繁。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

为的增加。大学生的线上非理性消费主要表现为冲动购物、过度信贷消费和受社交媒体影响的消费行为。

这些行为不仅源于大学生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和对财务后果认知的缺失，也与线上消费环境的特性密切相

关。本文从心理账户理论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成因及其影响，旨在为减少

此类消费行为提供策略和建议。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财务知识教育、引导合理设定和管理心理账户，以及

创建健康的社交媒体消费环境等措施，共同促进大学生形成理性的消费习惯和观念。本文为理解大学生

线上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促进大学生财务健康和个人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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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online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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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Due to the high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convenience 
of mobile payment, online consumption behavio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ever, 
it is followed by the increase of ir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The 
irrational online consum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impulse shopping, ex-
cessive credit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influenced by social media. These beha-
viors are not only due to college students’ pursuit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and lack of awareness of 
financial consequence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nlin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account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es 
and influ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irrational online consumption behavior, aiming at provid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such consumption behavior. Through improving the finan-
cial knowledg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guiding the reasonable setting and management of 
psychological accounts, and creating a healthy social media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we can 
joint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ational consumption habits and concepts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useful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health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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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行为。线上购物作为一

种新兴的消费模式，以其便捷性、多样性和高效性，深受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青睐。大学

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热衷于探索新鲜事物，对线上消费有着极高的参与度。

然而，随着线上消费行为的普遍化，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表现为冲动购物、超额

消费等。尽管心理账户理论在解释个体消费行为，尤其是非理性消费行为方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但将其应用于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的研究仍然不足。鉴于此，本文系统地回顾心理账户理论及其

在消费行为研究中的应用，特别是聚焦于大学生线上消费行为的现状与特点，探讨心理账户理论如何解

释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分析影响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心理账户因素，以及提出相应的

对策与建议。 

2. 心理账户理论的概述 

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由行为经济学家 Richard Thaler 提出，旨在解释个体如何在

心理上对财务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并基于这些分类做出消费决策。核心观点是，人们会将金钱划分为不

同的“账户”，这些账户基于特定的目标、来源或预期支出而建立。这种划分并非基于理财的逻辑原则，

而是根据个体的心理偏好和行为习惯，从而在很多情况下引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的财务决策[1]。心理账

户理论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收入和支出有着复杂的心理感知和行为反应。例如，个体可能会将工资视为

日常支出的来源，而将奖金或礼金视为额外的收入，后者更有可能被用于奢侈品消费或其他非日常支出

[2]。此外，这一理论还指出了“沉没成本效应”，即人们在消费决策中往往无法忽视已经发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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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成本实际上不应影响当前的最佳决策[3]。心理账户理论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尤

其是在解释冲动购物、品牌忠诚度以及支付方式偏好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消费者倾向于使用信用

卡支付而非现金支付，部分原因是因为信用卡消费在心理上减少了支付的“痛苦”感觉，这种现象在心

理账户理论框架下被称为“支付痛苦”[4]。此外，心理账户也被用来解释个体如何根据消费目的和预算

限制来优化消费决策，例如，个人对于娱乐和教育支出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账户和预算标准[5]。 
将心理账户理论应用于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的研究中，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来理解这一群体特定

的消费行为。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群体，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社会、

家庭和个人发展的多重压力。在线上消费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追求个性和满足即时需求的途径，

但同时也可能因缺乏经验和自我控制而陷入非理性消费[6]。通过研究大学生如何在心理账户的框架下进

行消费决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在面对线上购物时如何权衡不同的消费动机、预算限制和个人目标，

从而设计更有效的教育和干预措施来促进其财务健康和个人发展。 

3. 大学生线上消费行为的现状 

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一直是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尤其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互联

网技术的普及，大学生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线上消费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部

分，不仅因为其便利性和高效性，更因为线上平台提供了更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然而，这也带来了大

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增加，包括冲动购物、过度消费和信贷消费等问题。随着移动支付和电子商

务的发展，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书籍、衣物、电子产品、娱乐票务以及日用品等已成为常态[7]。在

线教育资源的消费，如在线课程和电子图书，也逐渐增加。然而，大学生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其消费

决策常受到即时满足欲望的驱动，缺乏充分的消费规划和预算管理，导致非理性消费行为频发。 

3.1. 冲动购物现象 

冲动购物是大学生非理性消费的典型表现，指在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受到某种刺激而产生的即

时购买行为[8]。大学生由于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特点，更易受到冲动购物的影响。这种购物行为通常

是没有预先计划，受即时情绪驱动，对商品的迅速响应。线上购物平台通过算法推荐、限时折扣和社交

网络分享等手段，有效地触发了大学生的冲动购买行为。冲动购物背后的心理机制复杂，涉及到多种因

素的交互作用，如情绪调节、社交影响以及消费文化等。研究表明，大学生往往利用购物作为一种情绪

调节工具，用以缓解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的紧张或自我价值的不确定感[9]。购买行为带来的短暂快乐能

够暂时性地提升情绪状态，但这种快乐是短暂且易逝的。社交网络在大学生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朋友的消费分享、网红的产品推荐都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消费决策，促使他们进行模仿购买，即使这些

购买并非出于真正的需要。当前消费主义文化中，通过物质消费来展示个人身份和地位已成为一种普遍

现象。大学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容易形成过度消费的行为模式，追求通过消费来获得社会认同和自我

满足。 
虽然冲动购物能带来即时的满足感，但长期而言，可能导致诸多不利后果。经济压力是最直接的影

响，频繁的非计划性购物会加重个人或家庭的财务负担。此外，冲动购物还可能导致消费者对购买的商

品产生后悔感，因为这些购买决策往往是在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做出的。长期的冲动购物行为还可能

导致消费观念的扭曲，从而影响个人的消费行为和生活质量。 

3.2. 过度消费与信贷消费 

过度消费指消费者购买超出其经济能力范围内的商品或服务，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尤为突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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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呗”、“借呗”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普及，大学生通过借贷来满足即时的消费需求成为可能，但这

也增加了他们财务风险和债务负担[10]。这类产品以低门槛、即时放款的特点吸引了大量大学生用户，使

他们能够在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也能进行购物。研究表明，部分大学生缺乏足够的财务知识和自我控

制力，对信贷消费的后果认识不足，容易陷入“先消费、后支付”的消费陷阱[11]。然而，信贷消费隐藏

着过度借贷和难以偿还的风险，一旦消费超出还款能力，就可能陷入债务困境，对学生的学业和生活造

成严重影响。 

3.3. 消费观念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学生接触到的消费信息更加丰富，消费选择也更加多样化。

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消费模式，而是更加追求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体验。这种多样化的消费观

念反映了大学生对自我表达和个性化需求的追求[12]。例如，定制化产品、绿色环保商品等越来越受到大

学生的青睐，显示出他们在消费中寻求个性化和价值观表达的趋势。在数字化环境中，大学生的消费观

念形成受到了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交媒体上朋友的推荐、网红的

评测、甚至是通过算法推送的广告，都可能成为影响大学生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13]。在这样的环境中，

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多元化的消费观念和模式，这些观念和模式往往强调即时满足、追求时尚和

享乐主义[14]。然而，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一方面可能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融入，另一方面也可

能导致消费压力增大，影响心理健康和财务稳定。 

4. 心理账户视角下的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 

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他们是互联网原住

民，日常生活和消费活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线上平台。然而，这一群体在消费决策上表现出的非理性特

征，如冲动购物、过度依赖信贷消费等，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心理账户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些非理性

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4.1. 冲动购物的心理账户分析 

冲动购物作为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的一大表现形式，与心理账户的设定密切相关。大学生往往会

根据消费的动机和目的，划分出不同的心理账户，如“日常开销”、“娱乐消费”等。这些账户在心理

上相互独立，使得消费者对不同账户中资金的价值认知和使用态度存在差异。在受到线上促销活动或社

交媒体影响时，大学生可能会从“娱乐消费”账户中抽取资金进行即时购买，导致冲动购物行为的发生。 
心理账户的存在不仅降低了冲动购物的心理门槛，还改变了个体对支出和收入的感知[15]。例如，大

学生可能会将通过兼职赚取的钱视为“额外收入”，并归入一个较为宽松管理的心理账户中，从而更容

易用于冲动购物。此外，当消费行为与特定的心理账户相匹配时，如用“自我奖赏”账户中的资金购买

心仪已久的商品，这种消费行为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满足感，进一步激励了冲动购物的发生。 
特别是在心理账户框架下，数感能力对于大学生如何评估和选择不同消费项目起到了关键作用。对

于数感能力较差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面对消费决策时，往往难以准确地理解和分析数字信息。这导致

他们更容易受到价格优惠、促销活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忽视商品的实际价值和自己的真实需求。

在心理账户中，他们可能无法对不同消费项目进行准确的价值评估，容易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价格上的

优惠，而忽视了长期价值、性价比等其他重要因素。这种对数量的误判和过度消费的行为，往往会导致

他们在消费后感到后悔或不满，甚至陷入财务困境。 
有效管理心理账户是控制冲动购物行为的关键。对大学生而言，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心理账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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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意味着需要对不同账户的资金使用进行合理规划和限制。例如，设定明确的消费预算，增强对冲动

购物冲动的自我控制，以及培养延迟满足感的能力，都是避免冲动购物的有效策略。 

4.2. 信贷消费的心理账户分析 

随着“花呗”、“借呗”等消费信贷工具的普及，大学生通过信贷进行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

心理账户的视角看，这类工具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新的“预支消费”账户，使他们能够在没有立即支付

能力的情况下完成购买。然而，这种预支消费在心理上降低了消费的直接财务压力，使得大学生忽视了

长期的偿还义务和潜在的财务风险，容易导致过度消费和债务累积。 
信贷消费的心理账户特性之一是风险感知的降低[16]。大学生可能将信贷视为一种“额外”的资金来

源，而不是真实的债务。这种心理上的分类导致他们在使用信贷进行消费时，对于未来需要偿还的债务

和可能产生的利息缺乏足够的警觉性。他们更可能关注于短期的消费满足，而忽视了长期的财务健康和

稳定。 
信贷消费的心理账户还会影响大学生的消费决策。当消费可以通过信贷来“轻松”实现时，大学生

在做出购买决策时可能不会像使用现金或自有资金时那样谨慎。信贷消费降低了购物的心理成本，使得

消费者在面对消费选择时更容易产生冲动和非理性的决策。 

4.3. 社交媒体的消费心理账户 

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受到来自同龄人、网红、广告等多方面的影响[16]。
这些外部刺激在心理账户理论中，可以视作对特定消费心理账户的激活[17]。例如，看到朋友圈中的旅游

分享可能激活“旅行消费”账户，观看网红推荐的产品可能激活“新奇消费”账户。这种社交媒体的刺

激使得大学生在某些心理账户中的消费阈值降低，更易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社交媒体心理账户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其与社交认同和社会比较紧密相关。大学生通过观察和比较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形成了一种

对商品或生活方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往往基于同龄人的消费行为或网红的生活展示，从而激发了购买

欲望，以达到社会归属感或提升自我形象的目的。因此，社交媒体心理账户中的消费行为不仅仅是基于

个人需求，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和心理需求。 

5. 关于减少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的策略和建议 

通过心理账户理论的视角对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深入分析，我们能够对这一现象有更为全

面的理解。心理账户作为一种内在的财务管理机制，不仅影响个体如何感知和处理财务信息，也深刻影

响着大学生的消费决策和行为。在数字化消费时代，线上平台提供的便利性和即时性，以及社交媒体对

消费观念的塑造，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发生。从冲动购物、信贷消费到社交媒体的影

响，心理账户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大学生如何在各种消费诱惑面前做出决策，以及这些决策背后的心理机

制。我们认识到，要有效减少大学生的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需要从心理账户管理的角度出发，采取综

合性的干预措施[18] [19]。 
首先，提高大学生的财务知识和数感能力。通过教育、管理和规范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引导

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提升大学生的数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数字信息，避免在

消费决策中受到价格优惠、促销活动等外部因素的干扰。例如，高校应增设财商教育课程，帮助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通过教授基本的财务知识和理财技巧，让大学生了解金钱的价值和重要性，

学会合理规划和利用自己的资金。还可以通过设置相关课程或实践活动来培养大学生的数感能力。 
其次，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关注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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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帮助。通过举办讲座、开展咨询活动等方式，让大学生了解消费陷阱和防范方法，提高他们的消费

意识和能力。通过媒体宣传、公益活动等方式，推广理性消费文化，让大学生认识到非理性消费的危害

和后果。同时，鼓励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最后，高校、家庭、社会以及线上平台运营者都应承担起责任，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财务健

康和理性消费的环境。此外，对于线上平台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监管也不可忽视，应加强对这些平台的

规范管理，限制过度营销和推广信贷消费的行为，保护消费者特别是大学生这一易受影响群体的权益。 

6. 总结 

本研究基于心理账户理论对大学生线上非理性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从冲动购物、信贷消费到社交

媒体的影响，心理账户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大学生如何在各种消费诱惑面前做出决策，以及这些决策背后

的心理机制。尽管心理账户理论为解释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有力工具，但现有的研究往往只停留在理

论框架的初步构建上，缺乏对心理账户内部机制及其与其他心理因素的交互作用的深入探讨。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心理账户与其他行为经济学理论的交叉应用，以及这些理论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

的适用性和效果，为理性消费教育和财务健康促进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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