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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消费观念的转变

现代大学生的消费观念逐渐从实用性转向享受性和

符号性，更容易受到广告、社交媒体等的影响而产

生冲动消费。

财务管理能力欠缺

很多大学生缺乏财务管理知识和经验，无法

理性规划自己的消费，容易陷入非理性消费

的陷阱。

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普及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大学生

消费更加便捷，非理性消费行为也更容易发

生。

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

的现状、成因及影响，提出针对性的引导对策，帮助大

学生树立理性消费观念，提高财务管理能力。

研究问题：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

1. 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现状如何？ 2. 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成因是什么？

3. 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对个人和社会有哪些影响？ 4. 如何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减少非

理性消费行为？

研究目的和问题



本研究将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相关数据和

信息。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选取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确保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适性。同时，将重

点关注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财务管理能力等方面。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和范围



02
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现
状分析



盲目跟风

部分大学生在消费时容易受到广

告、社交媒体和同龄人的影响，

盲目追求潮流和品牌，忽视自身

实际需求和经济能力。

冲动消费

由于缺乏理财意识和自我控制能

力，一些大学生在面对促销、打

折等诱惑时容易冲动购物，导致

不必要的浪费。

超前消费

部分大学生追求高品质生活，通

过信用卡、网络借贷等方式进行

超前消费，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

消费行为特征



过度消费

购买大量不必要的商品或服务，

超出自身经济承受能力和实际需

求。

攀比消费

为了炫耀或满足虚荣心而进行的

消费，追求奢侈品牌和高档商品。

情绪化消费

在情绪不稳定或冲动的情况下进

行购物，购买后往往感到后悔或

失望。

非理性消费行为的表现

030201



经济压力

非理性消费会导致大学生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增加
经济压力，甚至影响学业和未来发展。

心理负担

过度消费和攀比消费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影响身心健康。

资源浪费

大量不必要的购买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不符
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危害



03
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原
因分析



大学生容易受到广告、促销等外部刺激的影响，
产生冲动性购买行为。

冲动性购买

在消费过程中，大学生容易受到同龄人或群体
的影响，产生从众消费行为。

从众心理

部分大学生存在攀比心理，追求名牌、高档商品等，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攀比心理

心理因素



网络营销手段
网络营销手段日新月异，大学生容易受到网络广告、直播带货等营
销手段的影响，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

社交媒体影响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消费信息和消费观念，大学生容易受到这些
信息的影响，产生不健康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消费主义思潮
当前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盛行，大学生容易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产
生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行为。

社会环境因素



家庭因素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奢侈消费、过度消

费等行为。

家庭教育方式

家庭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消费观念和行为有重要影响。一些

家庭过于溺爱孩子，导致孩子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习惯。

家庭消费观念

家庭消费观念对大学生消费行为也有影响。一些家庭注重

物质享受和攀比，容易让孩子形成不健康的消费观念。

家庭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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