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青少年“时尚消费”现象调查报告  

沈 杰 | 最后更新：2003-12-30  

青少年“时尚消费”现象调查报告 

 

沈  杰 

 

 

 引  言 

 

    就当今中国青少年的消费心理与行为而言，讲求实际、追求实惠是主要趋势。究其原因，一方

面在于他们自身基本上还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则在于诸如“勤俭节约”这一类曾经被长期弘

扬的消费观念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并通过上一辈人的要求而影响着当今青少年。与此同时，也应该

看到，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相应的强调生活质量、注重消费档次（如名牌）和重视充分享

受的观念，在青少年身上正越来越突出地呈现。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当然，我们也须谨

防某些“富裕病态”的发生、甚至提前发生，尤其是在青少年身上发生。但是，从调查结果的总体上

看，在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上，当今青少年群体身上并没有呈现出非常态现象。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民族需要用理性精神作为支撑，而理性精神又总是

与勤勉、发奋、克俭等精神气质紧密相联。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关注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变化这一个具体

层面的深刻意义之所在。 

    从形式上说，人们的消费心理及其所影响的消费行为是构成社会心理系统的一个重要部

分，对于青少年也不例外。 

    社会心理，作为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一种表达，一方面它是社会变迁的“风向

标”，另一方面它是时代精神的“晴雨表”。作为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的中介，社会心理可以为人们的

社会行动提供动力和导向。 

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使人们的生活从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迈进的今天，消费心理无疑成为对社会生活

产生着重要影响的方面。而作为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一个重要方面的时尚消费，在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

表现得尤其活跃，从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 

因此，在课题组实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问卷调查中，对于青少年的“时尚消费”现象，我

们从“消费观念与心态”、“消费方式与行为”两大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试图了解目前青少年在金钱

观、消费观、享乐观、消费与闲暇方式、理财素质方面等的现状，为进一步认识与研究青少年的“时尚

消费”现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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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少年时尚消费观念与心态的调查分析  

 

1、青少年的金钱观念 

金钱观念在价值观念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以及生

活态度的形成。而在具体层面上，它直接影响着人们（青少年）的消费心理与行为。 

（1）金钱的作用有多大？ 

可以说，最能反映金钱观念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金钱是否是万能的”。调查表明，对于“有钱

就能办到一切”的观点，比例最多的被调查者（39.3%）表示不赞同的态度，其次为赞同的态度

（34.7%），再次为中性的“一般”态度（24.4%）；另外有极少数人（1.6%）表示“不清楚”（见表

1）。可见，持不赞同态度的人居于主要地位，同时表示赞同态度和中性态度的人也不少。总体上看，被

调查者的态度显得比较分化。 

 

[表1]对于“有钱就能办到一切”这种观点，您的看法是： 

 

（2）金钱与人生目标的关系 

对于金钱与人生目标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也构成了金钱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对于人生目标与

金钱的关系的判断，已经成为当今生活中越来越不能回避的一个方面。调查揭示了被调查的青少年对于

金钱所持的态度，仅有极少数的人（4.7%）认为“它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有45.1%的人把它看作

“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这表明，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的金钱观念发生了巨大变

化：不是盲目地崇拜金钱，而是正确对待并承认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重要作用。这一点表现出了一

种现代素质或者说现代人在金钱方面应有的健康心态。有44.6%的人认为金钱“是人生追求其他目标所带

来的产物”，则表明了把其他人生理想和追求目标看得比金钱更为重要的青少年，在心理方面的需求层

次正在逐渐上升、内涵正在日益丰富。此外，有5.6%的人表示“不清楚”。 

（3）金钱是否可以衡量成功？ 

金钱是否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人取得事业成功的一种标志，甚至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标志呢？这个问

题与获取金钱是否可以作为人生目标的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调查表明，对于“拥有金钱的多少，可

否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这一问题，所得到的调查结果与对前一问题的态度极其相似：仅3.8%的

人将金钱看作“一个人成功程度的唯一标志”；而有49.0%的人视金钱为“一个人成功程度的重要标

志”，换言之，适当地承认了金钱的重要作用但又没有做出夸大。值得注意的是，竟有42.6%的人对金钱

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地贬低，认为金钱“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成功程度”，也许这种否定态

度所要针对的问题不是金钱本身，而是获取金钱的途径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方面。另有 4.5%的人回答“不

清楚”。 

 

2、青少年的消费观念 

随着我国现代化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人民的生活走过了温饱阶段，正在迈向小康和富裕。随着

选  项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一  般 较不同意 极不同意 不清楚 

百分比 7.1% 27.6% 24.4% 20.5% 18.8% 1.6%



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的质量意识也逐渐增强，从而引起了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方式正在由“节俭

型”转向“享受型”。在这种特殊的时期，青少年的消费观念与心态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1）社会应有的消费观 

对于社会应有的一般消费标准，青少年持怎样一种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就目前我国发展水平而

言，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应该把握的主要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主张“以经济实惠为主”的人占

32.4%。如果说这部分人身上还多少留有某种程度的“温饱型”生活的影子的话，那么，主张“兼顾实惠

和高标准”的人占56.2%，则表现了人们（青少年）向小康生活迈进的期待与实力。而赞同“尽量追求高

标准”的人占7.8%，说明一味地追求“高消费”还不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高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

实力的问题，还是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随着水涨船高之后的“高消费”标准的问题。另有

3.6%的人回答“不清楚”。 

（2）关于个人的消费标准 

那么，青少年个人的消费标准是什么？作为社会层面上应有的一般消费观念，与作为个人层面上表

现的日常消费标准，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重大差异？ 

调查结果表明，主张社会所应采取的一般消费观念，同样也被青少年用于个人自身的日常生活当

中，对于“就您个人的情况而言，在衣食住行方面，您的主要标准是”什么？主张“兼顾实惠和高标

准”的人数比例仍然是最大的，占47.9%；主张“以经济实惠为主”的人仍居其次，占40.2%，可以说，

节俭观念仍然在许多人身上保留着；“尽量追求高标准”的主张者比例居第三位但较小，占8.2%；另外

就是表示“不清楚”的人，占3.7%。换言之，青少年所主张的一般的社会消费观念，也同样在自己的实

际生活层面上表现出来。 

（3）“勤俭节约”是否还值得提倡？ 

在这个重视消费的时代，当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成为日常现实的时候，应该如

何看待“勤俭节约”？调查结果说明，“勤俭节约”作为一种精神仍然得到当今88.2%青少年的肯定：其

中有56.9% 的人认为，在全社会提倡“勤俭节约”“完全是一种美德，永远不会过时”；有31.3%的人认

为，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倡”“勤俭节约”。只有6.9%的人认为，在全社会提倡“勤俭节约”

“以前曾经有用，现在已经过时”；另有4.9%的人表示 “不清楚”。绝大多数对“勤俭节约”精神的充

分肯定，表明以往社会主导文化强调的这一观念仍然得到当今青少年的认可。作为一种具有道德规范作

用的价值观念，“勤俭节约”表现出了意识的一定独立性，并不受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直接决定而随即

发生改变。 

（4）关于花钱的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构成消费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调查表明，

关于花钱的原则，被调查者所持态度的具体情况为：35.8%的人认为，“钱来之不易，能省则省”；

33.1%的人想的是，“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14.2%的人表示，“心情很矛盾，说不清”；12.7%

的人说自己“几乎什么都不想”；而4.1%的人所想的是，“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可以看到，

在如何花钱的问题上，最鲜明地表现出的是两个基本原则，即“勤俭节约”和“为人服务”。 

（5）消费决策时存在随意性吗？ 

“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等消费的不成熟心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消费的非理

性状态相关联的，所谓“非理性状态”，指消费既脱离个人的实际经济条件，同时也未受正确的消费观

念指导。调查表明，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说法，比例最大的

人（45.4%）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其中17.3%的人“极不同意”，28.1%的人“较不同意”)；而表示赞同

态度的人占24.0%(其中“完全同意”的人占6.7%，“比较同意”的人占17.3%)；有28.0%的人持中性的

“一般”态度；另有2.5%的人表示“不清楚”。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决策问题上，多数青少年



表现出了较理性的态度。 

 

3、青少年的享乐观念 

当我们的社会脱离了温饱阶段，而向着小康和富裕阶段逐步迈进的时候，“享受”在人们生活中的

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它似乎与勤奋工作、努力学习一起构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味地纯粹

追求享乐，并不是一个社会应该提倡的合理观念，尤其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更是如此。那么，当前在青少

年身上具有什么样的享乐观念？ 

（1）主张最大程度地享受吗？ 

调查显示，对于“要体现人生的价值，就应该努力追求眼前最大程度的享受”这一观点，表示同意

的人占17.9%（其中5.3% 的人“完全同意”，12.6%的人“比较同意”）；表示不同意的人占55.4%（其

中25.1%的人“极不同意”，30.3%的人“较不同意”）；而有24.0%的人持中性的“一般”态度；另有极

少数的人（2.7%）表示“不清楚”。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并没有对过分强调享乐的观点给予认同，但是

持中性态度的人占到一定比例，说明在一些青少年心中对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两可的倾向性。 

（2）是否同意“即时享受”的观点？ 

会娱乐才会更好地工作，似乎在一个时期还成为社会的流行观念。那么，对于“人应该即时享受”

这种观点，青少年是如何看待的？调查结果显示，持同意态度的人占33.9%（其中7.5%的人“完全同

意”，26.4%的人“比较同意”）；持不同意态度的占24.3%（其中5.9%的人“极不同意”，18.4%的人

“较不同意”）；而有38.8%的人持中性的“一般”态度；另有2.9%的人表示“不清楚”。可以看到，持

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高于持否定态度的人数比例，而且持中性态度的人数比例也不小（占三成多），说

明在生活条件已经极大改善而且消费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当今青少年对于享受的重要性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但总体上看又没有走向极端。 

（3）消费问题上的代际关系 

父母对子女的消费倾向持什么样的态度？家庭中代际之间在消费问题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对于

“青少年日常的衣食住行问题，父母一般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比例最大的被调查者

（59.9%）表示父母“总是要求我注意勤俭节约”；有26.6%的人认为父母“对我的日常花费不太关

心”；而有4.6%的人表示父母“总是同意我可以随意花钱”；另外有8.9%的人回答“不清楚”。换言

之，约有六成的父母对子女的消费做出了希望符合历来倡导的价值观念的严格要求，约有二成半的父母

对子女的消费持放任态度，有不到半成的父母对子女的消费抱溺爱态度。总的看来，大多数父母对子女

仍以“勤俭节约”的规范来加以要求，这种影响在青少年自身所表现出的观念与行为上得到了反映。 

 

[结   论]  1、青少年的金钱观念日益表现出现代特征。尽管在金钱是否是万能的这一观念上他们的

态度较为分散。但是，从总体上看，在金钱与人生目标的关系上，他们能够正确看待金钱在社会生活中

的作用，并且能够摆正金钱在个人生活中的位置。 

2、不论在一般的社会消费观念方面，还是在具体的个人消费行为方面，青少年中主张“兼顾实惠和

高标准”的人数比例是最大的。“勤俭节约”的观念仍然得到了大多数青少年的认同。在花钱问题上，

他们最鲜明地表现出两种基本取向，即“勤俭节约”和“为人服务”。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决策问题

上，多数青少年表现出了较理性的态度，换言之，并没有呈现出不成熟的消费心理状态。 

3、青少年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对过分强调享乐而且是“即时享乐”的观点给予认同，但还是可以看

到他们中重视享受的倾向正在增强。 

4、在代际之间关于消费的问题上，多数父母仍对青少年的消费提出了较严格的要求，尤其是要求他



们注意“勤俭节约”。 

 

 

关于青少年时尚消费方式与行为的调查分析  

 

1、青少年的消费方式 

（1）不同生日情境的消费状况 

“过生日”在当今的青少年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过生日”时的花费，也就成为体现他

们的观念（包括消费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调查表明，最近一次“过生日”时，青少年中“自己没花

钱”的人数比例最大，约占三分之一；花300元以下的人数比例累计为82.6%；而花了300元以上的人数比

例累计为17.4%。可以看到，青少年中并没有普遍地存在“高消费”的现象。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青少

年的“生日消费”正成为一笔不小的开支，为“过生日”花了10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占到了11.6%。这个

花费数对于还没有正式经济收入的青少年（更准确地说是对他们的父母），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见表2）。 

然而，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却表明：当今青少年的生日花费数目更少一些。对于“最近一次，过您

的生日时，一共花的钱（包括您自己花的和别人为您花的）大约是多少”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是：花

101-300元的人数比例最大，占18.4%，实际上与花1-50元、51-100元的人数比例很相近；花钱在300元以

下的人数比例累计为71.2%；花3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累计为28.8%，而其中花10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占

2.4%（见表3）。这个问题更具有综合性，更易于被调查者计算而又没有将自尊的因素考虑在内，也许是

更具参考性的调查结果。 

为朋友“过生日”所进行的消费，是当今青少年“人情消费”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调查结果显示，

最近一次，当某位好朋友“过生日”时，青少年的花钱情况是：花1-50元的人数比例最大，占53.0%；花

300元以下的人数比例累计为89.2%；花3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累计为10.8%；花8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为

1.1%（见表4）。可以看到，青少年为朋友“过生日”所花钱的数量与为自己过生日时所花钱的数量之间

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符合常理的；从花钱结构上看，则与为自己过生日时的花钱结构大致相近。 

 

[表2]          [表3]          [表4] 

最近一次，您过生日时，您

自己所花的钱大约是多少？ 

最近一次，过您的生日

时，一共花的钱（包括您自己

花的和别人为您花的）大约是

多少？ 

最近一次，您的某位好朋友

过生日时，您为他大约花了多少

钱？ 

选  项 百分比 选  项 百分比 选  项 
百分

比 

自己没花

钱 

34.7% 没有花钱 18.3%
没有为朋

友花钱 

19.5%

50元 18.8% 1-50元 16.4% 1-50元 53.0%

51-100元 16.7% 51-100元 18.1% 51-100元 12.8%

101-300元 12.4%
101-300

18.4% 101-300元 4.0%



 

（2）零花钱的开销结构 

零花钱是青少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自主支配的开销，尤其能够体现出他们的消费意愿与倾向。

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零花钱开销结构，有三个最为显著的方面：一是购买书刊，这是开销最主要的部

分（累计占72.4%，排第1位），其中用于购买课外书报的支出大于用于购买学习辅助书籍的支出；二是

购买休闲、娱乐方面的高科技产品，如CD/音乐磁带、电脑软件/电子游戏软件，以及VCD/DVD/影带(累计

占52.2%，排第2位)；三是购买零食/饮料（占48.8%，排第3位）（见表5）。学习、求知和迷恋新奇事物

是青少年时期人们的主要特点。因此，用于精神追求或心理需要的支出占居了主要方面，而购买零食/饮

料也是这一时期青少年的身心特点的表现。 

 

[表5]一般情况下，您的零花钱主要用在哪些方面（限选3项） 

    

（3）人际交往的消费情况 

当今青少年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独立化、成人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一个具体的

元 

301-500元 2.7%
301-500

元 

6.4% 301-500元 1.2%

501-800元 1.4%
501-800

元 

3.3% 501-800元 0.9%

801-1000

元 

1.7%
801-1000

元 

1.5% 800元以上 1.1%

1000元以

上 

11.6%
1000元以

上 

2.4% 不清楚 7.6%

    不清楚 15.2%    

排  序 选  项 人  数 百分比 

1 零食/饮料 1082 48.8%

2 课外书报 934 42.1%

3 学习辅助书籍 673 30.3%

4 CD/音乐磁带 670 30.2%

5 运动服装/鞋子 613 27.6%

6 社会交往 546 24.6%

7 电脑软件/电子游戏软件 293 13.2%

8 其他（请说明） 224 10.1%

9 VCD/DVD/影带 196 8.8%



日常生活消费角度来测量。调查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您请同学或朋友吃饭会首选哪里？”对此的回

答结果是：选择去饭馆的人数比例最大；比例其次的人选择了颇受年轻人喜欢的麦当劳/肯德基餐厅；选

择在家里的人数比例居第三位（见表6）。可以看出，选择去饭馆更符合一般人们的日常习惯，所以人数

比较最大；选择去麦当劳/肯德基餐厅也比较符合当今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时尚消费的需要；选择在家里

的人数比例较少，也许是因为在家里难以表现出许多在外面吃饭时所可能具有的自主性。 

 

[表6]如果您请同学或朋友吃饭，您会首选哪里？ 

    

（4）名牌消费的心理基础 

喜欢名牌服装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的心理需求。而这种心理又是与对服装的作用的认识为基础的。

对于“人靠衣装”这句话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调查表明，11.9%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合理”，49.6%

的人认为“较为合理”；表示中性的“一般”态度的人数比例为29.1%；而有5.1%的人认为“较不合

理”，1.9%的人认为“极不合理”；另有2.4%的人回答“不清楚”。也就是说，对于服装的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有点被夸大），大多数人（61.5%）表示了肯定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只占7%，约三成的人态

度模糊。总体上看，当今的青少年对于人的外在层面的东西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应该说这与对人的内在

层面的东西的重视并非是对立的，而且在后面我们还将看到，这种对外在方面的强调是自我取向性质

的，即主要是为了使自己有良好的心理感受。 

在青少年眼中，名牌服装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穿名牌究竟有什么作用？调查表

明，对于“在您看来，穿名牌衣服的目的在于”这一问题：回答“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

‘面子’”的人所占比例最大，为36.8%；其次有20.7%的人回答“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是为了自

己心理感到愉快”；后面的答案依次是：19.0% 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理感到愉快，生活质量提

高了嘛”，7.2%的人表示“没有太多的考虑，跟着社会上的潮流走呗”，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

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此外，有12.2%的人表示“不清楚”。可以看到，当今青少年由于自我意

识、尤其是自我价值意识的提高，他们对于穿名牌服装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强烈的他人取向，例如为了

给别人看，让别人羡慕、模仿等等，而是自我取向的，例如使自己感到心情愉快和感受生活质量的提高

等等。 

（5）对名牌的认知程度 

青少年对各种名牌的熟悉程度如何呢？调查中设计了下面的一个问题来测量：“请先看一下以下列

举的商品品牌，然后回答问题：耐克、阿迪达斯、LG、TCL、Timberland、锐步、斯托瑞、标马、鳄鱼、

三枪、回力、双星、康威、Elle、恩威达、Toshiba、Noblest、倍福来、汤姆、伊莱克、CBD、不清

楚。”调查结果如下： 

排  序 选  项 人  数 百分比 

1 饭馆 868 32.4%

2 麦当劳/肯德基 687 25.4%

3 家里 564 21.1%

4 野餐 270 10.1%

5 学校 204 7.6%

6 其他（请说明） 85 3.2%



对第1个问题“请从上面的列举当中，选出三个国际著名品牌”，选择情况的排序为：耐克

（72.1%）、阿迪达斯（68.2%）、鳄鱼（21.1%）。 

对第2个问题“请从上面的列举当中，选出三个中国著名品牌”，选择情况的排序为：双星

（52.0%）、三枪（48.4%）、回力（41.0%）。 

对第3个问题“请从上面的列举当中，选出三个假设的商品品牌”，选择情况的排序为：不清楚

（46.7%）、汤姆（28.1%）、CBD（25.9%）。 

可以说，当今青少年具有非常高的名牌认知度和对非名牌的辨认能力。这多少表明了他们对名牌产

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有较丰富的知识。 

（6）对生活物品的拥有或使用  

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对一般家用电器甚至高档家用电器的拥有或使用已经习以为常。尤其值得注

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45.0%的人拥有或在家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电脑；有31.9%的人拥有或在家可以自

由支配使用手机，并且这个比例超过了拥有传呼机的比例，而这两件通讯工具通常应是个人随身所用的

（见表7）。 

 

[表7]您个人拥有（或在家可以自由支配使用）哪些物品？（可选多项） 

    

 

2、青少年的闲暇方式 

（1）对闲暇方式的偏好 

排  序 选  项 人  数 百分比 

1 收音机/随身听 2057 75.9%

2 电视 1615 59.6%

3 录音机 1368 50.5%

4 电脑 1219 45.0%

5 照相机 1016 37.5%

6 VCD机 967 35.7%

7 手机 865 31.9%

8 CD机 721 26.6%

9 电子游戏机 706 26.1%

10 组合音响 662 24.4%

11 录像机 631 23.3%

12 传呼机 563 20.8%

13 DVD机 321 11.8%

14 MP3机 200 7.4%



由于正处在学习、升学的特殊阶段，当今青少年的闲暇时间并不十分富裕，因此显得尤为珍贵。以

什么样的方式度过这些闲暇时间，关系着他们身心得以调节和休养的质量。 

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喜欢的闲暇方式，依其被选率的排序分别为：与同学/朋友聚会、到郊外游

玩、在家里、逛街/商场、去书店/图书馆、运动健身、去“网吧”、去公园/游乐场、去电影院、其他、

去酒吧、到游戏厅（见表8）。可以看到，与同辈人交往是选择比例最高的闲暇方式，这表明满足交往的

需要在他们身上显得尤其迫切；到郊外游玩，在走近自然中放松身心，是这个年龄段的最理想途径之

一，它比其他游乐方式，如去公园/游乐场、去电影院、到游戏厅更受到青睐；“在家里”成为一种闲暇

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家里有着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内容；而逛街/商场受青少年喜爱，说明他们身

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活意识，尤其是消费意识。 

 

[表8]您最喜欢的闲暇方式是（限选3项） 

 

（2）闲暇娱乐活动的心理倾向 

    在闲暇娱乐活动的心理倾向方面，保持个性和追求新颖，是当今青少年所表现出的两个最突出

的特征。调查表明，对于什么是自己比较喜欢的闲暇娱乐活动方式这一问题，表示“保持自己比较固定

的活动方式”的人占37.6%，表示“乐意尝试最时髦的活动方式”的人占16.9%。前一种情况是追求个性

的表现，而后一种情形则表现了对于新潮现象或事物的好奇。而表示“没有太明确的倾向”的人达三

成，即37.8%。另外，表示“不清楚”的人占 7.7%。 

（3）获取生活信息的主要渠道 

追逐新颖和对未知的好奇，是青少年时期的人们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生活方式尤其是闲暇娱

乐、消遣活动方面关注新潮，则是这种特点的一种具体表现。 

调查表明，青少年获取关于新潮的生活用品和娱乐方式的主要信息渠道，按其被选率排序依次是：

排  序 选  项 人  数 百分比 

1 与同学/朋友聚会 1094 40.4%

2 到郊外游玩 905 33.4%

3 在家里 903 33.3%

4 逛街/商场 894 33.0%

5 去书店/图书馆 851 31.4%

6 运动健身 530 19.6%

7 去网吧 449 16.6%

8 去公园/游乐场 305 11.3%

9 去电影院 290 10.7%

10 其他（请说明） 118 4.4%

11 去酒吧 86 3.2%

12 到游戏厅 70 2.6%



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同学/朋友、现实生活、网络、其他、父母、老师（见表9）。可以看到，大众传

播和同辈人交流是引介新潮生活信息的两种最重要的途径。相比较而言，大众传媒的作用要大于人际沟

通的影响；网络的影响大于父母、教师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大于老师的影响。 

 

[表9]在引介新潮的生活用品和娱乐方式方面，对您最具有影响力的是 

 

 

3、青少年的理财素质 

（1）个人“存款额”有多大？ 

调查表明，每个月拥有零花钱的情况是：1-50元的人数比例最大，为23.7%；51-100元的人数比例居

次位，为18.2%；101-200元的人数比例处第三位，为15.0%。这三者或者说每个月拥有零花钱200元以下

者，所占人数比例累计为56.9%。也就是说，每个月拥有零花钱在200元以上者占人数比例的25.6%。另

外，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6.1%的人每月没有零花钱；二是0.9%的人每月零花钱在1000元以上；

三是11.5%的人对自己每月零花钱的情况“不清楚”。 

对于没有收入的青少年来说，每年春节的“压岁钱”可是一个重要来源。针对2002年春节所得“压

岁钱”情况的调查结果极其有趣：有11.6%的人没有得到“压岁钱”；而除了9.6%的人对得到“压岁钱”

情况“不清楚”之外，在得到“压岁钱”的人中间，得到10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最大，占18.8%；得到1-

100元的人数比例最小，为9.8%；而得到101-300元、301-500元、501-800元、801-1000元这几个档次的

人数比例都几乎是在12-13%之间，它们累计为50.3%。可以看出的一点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尤

其是上辈人对子女或子孙的宠爱有加，当今青少年的“存款额”正在越来越大。 

（2）谁在管青少年的钱？ 

调查表明，在对自己的“压岁钱”的管理和使用问题上，青少年自行支配的范围超过了由父母来支

配的范围。最高的自主程度表现是，有50.5%青少年的“压岁钱”“全部自己支配”，这个比例数已经过

半；较高的自主程度表现是，有5.8%的青少年的“压岁钱”“小部分上缴父母，大部分自己支配”；中

等的自主程度表现是，有7.55%的青少年的“压岁钱”“一半上缴父母，一半自己支配”；没有自主程度

的表现是，有14.6%的青少年的“压岁钱”“全部上缴父母”。 

（3）有攒钱的习惯吗？ 

对于“您是否有将自己的零花钱（或“压岁钱”）积攒起来的习惯”这一问题，调查结果有点出人

意料，因为与当今社会上对“独生子女”一代形成的印象不太一致：比例最大（35.8%）的青少年正在攒

排  序 选  项 人  数 百分比 

1 电影/电视/广播/报刊 988 37.3%

2 同学/朋友 938 35.4%

3 现实生活 393 14.8%

4 网络 138 5.2%

5 其他（请说明） 69 2.6%

6 老师 67 2.2%

7 父母 66 2.5%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钱；而有8.5%的人“现在没有攒钱，准备积攒”。就是说，表现出攒钱行动和意向的人比例共计44.3%。

有27.2%的人“以前积攒过，现在不攒了”；只有15.9%的人“从来没有积攒过钱”；有12.6%的人“没有

钱可攒”。可以说，大多数青少年仍表现出了生活所需的行为习惯。 

（4）强烈的经济自立意识 

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当今青少年日益形成强烈的经济自立意识。

对于“如果有机会，您是否愿意通过打工（多）挣点钱，补贴家用甚至养活自己”这一问题，有56.7%的

人表示“非常愿意”，不仅比例最大，而且超过了五成；有24.8%的人表示“比较意愿”，比例位居其

次；两者累计，表示肯定态度的人数达到81.5%。相形之下，其他态度的人数比例显得微不足道：表示中

性“一般”态度的占12.0%；表示否定态度的人合计为3.9%（其中2.6%“较不愿意”，1.3%的“极不愿

意”），以及表示“不清楚”的2.6%。 

（5）“打工”：最注重的是实质 

在获得经济自立方面或者说在得到收入问题上，当今青少年更注重的是实质方面，而不是形式方

面。对于“如果愿意通过打工（多）挣点钱补贴家用甚至养活自己，对于打工形式的选择”这一问题，

36.5%的人表示“没太多想过”；35.5%的人表示“不在乎打工的具体形式，只要能多挣到一些钱就行

了”；只有28.0%的人略微顾及到形式，认为“只愿意选择体面一点的打工形式，即使挣到的钱少一

点”。从总体上看，表现出当今青少年具有较强的务实性。 

 

[结   论]  1、在青少年中，每个月拥有零花钱200元以下者最多，所占人数比例累计为56.9%。就

2002年春节所得到的压岁钱，101-300元、301-500元、501-800元、801-1000元这几个档次的人数比例都

几乎是在12-13%之间，共计为50.3%。青少年在压岁钱的管理和支配上有较高的自主性，仅有14.6%的青

少年的“压岁钱”“全部上缴父母”。而有44.3%的人表现出攒钱行动和意向。青少年在过生日时的花费

情况显得比较分化，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有代表性的集中趋势。零花钱所用于的三个最主要方面是：购买

书刊，购买CD/音乐磁带、电脑软件/电子游戏软件以及VCD/DVD/影带，购买零食/饮料。 

6、青少年在“人情消费”方面，表现出了日益凸显的独立化、成人化的特征。 

7、喜欢名牌服装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他们对名牌有着较高的认知度、较强的辨别能力

和丰富的有关知识。 

8、在青少年对家用电器拥有或使用方面，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45.0%的人拥有或在家可以自由支

配使用电脑；有31.9%的人拥有或在家可以自由支配使用手机。 

9、青少年喜欢的三种主要闲暇方式为：与同学/朋友聚会、到郊外游玩、在家里。在闲暇娱乐活动

的心理倾向方面，保持个性和追求新颖，是当今青少年所表现出的两个最突出的特征。 

10、对于青少年来说，大众传播和同辈人交流是引介新潮生活信息的两种最重要的途径。 

11、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当今青少年日益形成强烈的经济自立意

识。在获得经济自立方面或者说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收入的问题上，当今青少年更注重的是实质方面，

而不是形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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