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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衍生物，极端追求消费带来的物质享受和个人满足，主要表现在过度

消费、超前消费和疯狂消费等。消费主义肆虐的趋势会更加凸显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的消极影响，包

括使大学生价值观功利化、社会责任感削减以及审美取向扭曲等。对此，可以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鼓励提倡绿色消费入手，引导大学生科学理性消费，培育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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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ighly developed derivative of capitalism, consumerism is an extreme pursuit of material en-
joyment and personal satisfaction brought by consumpt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exces-
sive consumption, advanced consumption and crazy consumption. The rampant trend of consu-
merism will further highlight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cluding the 
utilitarian valu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istortion of 
aesthetic orientation. In this regard, we can start from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ncouraging and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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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consumption,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consume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and culti-
vating correc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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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资本席卷全球的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不再为是否有选择的

可能烦忧，而是囹圄繁杂的物品种类。崔健指出，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主体的消费行为已经不再满足于

实际生存的需要，而是追求资本所建构出的虚假消费欲望的满足，把占有、消费更多物质财富、高档商

品作为人生的价值尺度和终极意义[1]。特别是对于大学生群体，为了在同龄人中获取认同感，一昧追求

商品的符号意义而非它的使用价值，因此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形成构成一定的威胁和挑

战。 

2. 消费主义的内涵及主要表现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现象，其逻辑就是商家把商品与某种价值绑定，从而刺激

消费者进行更多的消费。它强调个人的消费权利和消费自由，鼓励人们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

地位的提升。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通过对物的消费和占有体现个人在生活方式和身份地位上的优越

感。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创造性地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现代的社会是就是一个消费社

会，消费的目的不再是满足实际需要，而是追求被资本创造出来、刺激起来的欲望[2]。 
(一) 消费主义是一种过度消费 
消费主义倡导“欲望消费”，无视资源的有限性，忽视事物发展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对“免费的”、

“廉价的”商品毫无节制。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

人的需要”([3], p. 90)。但实际上自然界不是无限满足人的需要的聚宝盆，消费主义作为资本逻辑下一种

意识形态的产物，其催生的虚假消费欲望，远超人们的真实需求与生态承载力。资本主义日益扩大的社

会化大生产使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再“通过多种手段刺激与操纵民众的消费，诱使人们把消费的满足

当作人的本质需要的满足”[4]。即便如此，大量消费仍无法适配庞大的无限生产，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

后大量商品被废弃，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加速自然资源的枯竭。 
资本的逐利性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更为隐蔽，特别是网购平台会利用大数据算法引诱购买者在

相同时间消费更多。大部分人会觉得消费主义只是指“乱花钱”，但事实上贪图“优惠”同样是消费主

义设置的陷阱。Z 世代的大学生对外卖有很强的依赖性，外卖的需求量在大学生群体中占比很大，因此

外卖平台经常会放出大量的“满减”优惠券，满减的前提是凑单。于是即便明知多加一份主食注定浪费，

不少人还是会为了满减优惠而凑单，这无异于花钱买浪费。 
(二) 消费主义是一种超前消费 
超前消费是指消费者在未来的收入或资产基础上进行消费的行为。尤其是随着信用卡、互联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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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融产品的普及，超前消费已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线上线下品牌方以“双十一”、“618”、

“双十二”等各种消费节噱头抢占市场，利用消费者的“捡漏”心理，营造出如果在这个活动中不消费

就会有不小损失的虚假错觉。商品只是商家抛出的诱饵，真正的“战利品”——消费者，才是各大平台

争抢的对象。消费者的快乐不是因为需要的满足，而是异化成消费行为本身。与马克思指出的“生产生

产着消费”[3] 16 相背离，消费主义更加强调消费的第一性，主张“消费引领生产”，夸大了消费对于生

产的作用，表现出忽视生产对消费的支配性作用的倾向[5]。 
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很多年轻人十分注重网络空间的形象管理，并热衷于追逐潮流。在资本的推

动下，人为设置如“大学生的第一款护肤品”等议题，将购买行为等同于注重仪式感，将商品与人生意

义挂钩，一些大学生不惜超前消费来维持所谓的仪式感。殊不知，这样的话题往往是消费主义洗脑，是

由资本营销出来的伪仪式感，靠超前消费所维持的体面和幸福，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 
(三) 消费主义是一种疯狂消费 
马克思曾指出，在历史上，个人“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

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6]。“资本的逻辑”激励人们

拼命赚钱，疯狂消费，放大人类的贪欲，追求金钱的欲望超越了多样化的个性追求，把物质财富看作是

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把物质享受看作是生活的唯一目标。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消费成为逃避现实牢笼的钥匙，成为被剥夺后的自我补偿，通过在物质上的得到或者享受，满足自我的

实现价值。 
当今部分大学生的精神榜样不再是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而是“倾国倾城”的明星爱豆，把追星当

做精神寄托，更有甚者视为人生追求，这恰好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例如选秀赞助商为了真正刺激销量，

将打榜二维码印制在牛奶瓶盖上，粉丝们不惜倾倒牛奶也要为其买单，这比经济危机时资本家倾倒卖不

出的牛奶更为疯狂。 

3. 消费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消费的价值观原本具有中立性，商品的真正价值应该体现在其使用价值，消费目的在于满足个人需

求、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等。消费主义却将消费包装成满足占有物品的符号意义。对于正处在

形成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关键阶段的大学生来说，消费主义思潮会对大学生价值观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一) 消费主义使大学生价值观功利化 
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大学生将物质的过度占有当成人生的一种发展目标。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日益

功利化、庸俗化，信奉金钱至上，“将生活的价值替换为抽象的占有量和感官的短暂满足，这是消费主

义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厚重遮蔽和极端扭曲。”[7]一旦现实生活与理想目标出现落差，大学生内心深处

就会感到焦虑和挫败。这种失衡会引诱大学生出现不良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不利于塑造大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健全人格。 
某些媒体将电脑、手机、平板、数码相机、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等炒作成所谓“开学标配”。是否给

学生配置这些本是家庭内部行为，但所谓“标配”一说就分出三六九等，滋长了攀比之风。入学后部分大

学生在对待学习目标的态度上，急于求成，花钱刷课、代写替考等不正之风盛行；与人交往的标准侧重物

质审视，把电子数码产品标榜为身份认同的外在表现；在职业选择上更趋功利性，倾向于选择舒适而高薪

的职业，歧视体力劳动，缺乏吃苦耐劳和奉献精神；在精神追求上理想信念缺失，道德价值逐渐变得短视

和偏激；在社团活动中崇拜赞助商的权力与金钱，这些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人生认知和价值观取向。 
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给个体带来更便捷的生活方式，受物联网市场追求高效率高速度的影响，“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显然对大学生缺乏吸引力，部分大学生为了实现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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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惜践踏法律法规、损害他人正当权益。过度消费将逐步削减大学生的自我价值观，甚至导致他们

失去消费价值的判断能力，出现盲目消费、跟随消费的状况。在消费行为的产生过程中，人们能够运用

金钱买到产品的所有权，但这一行为所能够获得的仅仅是短暂的虚荣感，一旦在后期遇到更多更好的产

品，将直接对这种虚荣感产生冲击。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影响下若任由个体独立的“自由”王国构建，可

能会使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规范失语。 
(二) 消费主义削减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消费主义所推崇的个人享受，实则在宣扬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为自己而活，追求个人幸福和个

人利益的最大化。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使部分大学生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在

消费主义的视域下，社会整体和集体利益是缺席的，它强烈渗透着自私自利的价值导向，排斥和否定人

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消费主义影响下，许多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被削减，他们忽视公共事务，不愿意

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即使大学生都接受过节俭教育，但许多高校食堂浪费粮食的现

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堂食还要使用一次性筷子的同学不在少数；其次是青昧于“人际投资”、“感情投

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纯粹的感官满足或者物质需要的满足；再次是资源浪费，对教室楼道的电常开

灯常亮的现象熟视无睹，而认为是交了学费学校应有的资源消耗，没有树立校园“主人翁”意识。 
大学生不仅对身边事物十分冷漠，社会责任感更是淡漠。边疆建设是祖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少大学生高喊报效祖国的口号，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畏惧边疆条件艰苦、或有相应的政策优惠才会参与

到边疆建设，对社会疏于奉献却热衷于索取，也不愿去追问和思索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大部分学生

在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实现上理想屈从现实，理性屈从欲望。不再追求德才兼备，不再思考家国情怀，而

是趋于快乐主义、享受主义的价值观，抛弃了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年责任。 
(三) 消费主义扭曲大学生群体的审美取向 
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崇拜，大学生的消费不仅仅是对产品的使用

价值的消费，更多的是对产品符号意义的追逐。“现代消费已由过去对商品的崇拜转向了对商品形象和

意义的崇拜，使人们越来越注视商品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8]大学生群体习惯于跟随消费，他们认

为多数人共同追求的产品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往往不会进行过多考量，本身是一种盲目从众的消费行为，

体现出当代大学生自我的审美价值观匮乏。 
消费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倾向于追求快速、便捷和低成本的消费方式，用密集的市场推广建构出

同质的审美价值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大学生们的审美追求和理解变得肤浅和简单化。他们可

能更喜欢容易获取、能快速带来短暂愉悦的艺术和审美对象，而对于需要深入挖掘、长期投入才能真正

领略的艺术和美学体验却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在电影领域，观感直观、娱乐性强的商业片往往比那

些深入描绘人性、探讨社会问题的独立电影更受欢迎。 
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产业通过大众媒体的标准化和商业化，成功地将艺术和审美贬低为工业生产的产

品。为了迎合大学生的消费思想，商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不再过多考虑商品的艺术性和质量，仅仅追

求那些拥有时代气息的“爆款”。多数大学生并不考虑产品细节或设计理念，多数时候仅仅是想要获得

“爆款”所能够带来的附加含义，体现出人有我也要有的趋同心理。在此过程中主动选择和批判能力逐

渐削弱，被动接受和消费逐渐成为主流。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大学生可能对市场和流行文化的导向形成

过度依赖，从而在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的自我省思上显得力不从心。 

4. 破解消费主义对大学生消极影响的路径选择 

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培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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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大学生“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要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9]目前，消费主义在大学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充斥在大学生

生活中，应当重视消费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通过社会和学校各方面的共同引导，帮助大学

生认识到合理消费的重要性，提倡有选择性地消费，改变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观念，促使当代大学生形成

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一)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崇尚节俭的传统文化与消费主义所倡导的享乐主义、奢侈消费针锋相对。“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提倡勤俭节约、物尽其用。《左传》中说：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论语·八佾》提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消费崇俭，反对铺张浪费和消费攀比的优良传统。 
诚然，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有时实在难以抗拒，抵挡不住网络直播间里那句“OMG 买它”。节俭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更应该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消费崇俭、反对浪费铺张的宝贵精神，

加强对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勤俭节约的美德，增强对消费主义的免疫力。 
高校学生应理性认识自己的消费能力，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制定消费计划，合理安排生活支出，培养

理性消费意识和良好消费习惯。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拥有“自由”的经济能力，在面对不良的消费文化

思想时，应当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深思熟虑，即需要保持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念，约束日常的消费行为，

坚决杜绝过度消费行为。 
(二)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

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10]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

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大学生的生产生活实践、成长发展历程紧密结

合，使之成为他们的行动自觉和行为规范。 
高校要努力营造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校园文化环境，应重视大学生群体的道德培育。如在讲授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引导学生准确理解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帮助他们准确衡量消

费行为所能够带来的价值，促使大学生运用现实的目光看待问题。对于没有价值的消费行为需要学会拒

绝，逐步形成自主消费认知，重新回归到社会群体的实践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接受自己，不被外界的焦虑、压力、

浮躁左右，不要将精神需求过度寄托于物质上，克服从众、攀比、虚荣等心理，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

观，追求文明、高尚的精神生活，摒弃落后、低俗的物质攀比，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现人生价

值的事情上。 
消费行为本身没有错，反对消费也会造成社会生产的萎缩，而是应该超越消费主义，客观看待它所

带来的好处，反思它所造成的问题，尽可能地不要依靠对物品的占有来建构、表达自我，而是去从事更

多的创造性活动，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满足。 
(三) 鼓励提倡绿色消费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俨然成为美丽中国

的主色调，绿色消费模式成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迈进新征程、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路径。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0]。 
绿色消费是现代消费的一种新趋势，是具有生态意识的、高层次的理性消费行为，它主张不以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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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资源、能源来求得生活的舒适。倡导绿色消费，其观念和行为的内容主要包括：节约资源，减少

污染；绿色消费，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利用；救助物种，保护自然。引导学生绿色消费是当前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也是应对消费主义挑战、加强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校园媒体、学生社团等开展消费观教育，

多宣传理性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念；开展节能、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循环回收等活动；让大学生认识

到消费行为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关系。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需要，形成良

好的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使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年大学生坚决抵制消费主义的影响，加强自身学习，提

高综合能力，在勤俭自强、科学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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