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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学论坛”综述 

段媛媛        2012-07-30 

2012年7月15日，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年会消费社会学第三届分论坛

在银川如期举行。本届论坛沿袭前两届的盛况，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此次论坛中。论坛负责人王宁、吕大乐、张敦福经过评审从收到的30多篇论文

中，遴选出24篇参会论文，并将之分成四个专题：消费社会学与消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消费中不能承受之重；品味、生活风格与消费者；消费品

与城市生活。 

在“消费社会学与消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这一专题中，王宁教授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消费全球化研究的三个命题进行梳理和分析，运用嵌入

性的理论框架对这三个命题进行整合，并指出，全球同质化命题实质上描述的是产品脱嵌的过程，文化混合化命题所揭示的是脱嵌产品的再嵌过程，而

不均衡全球化命题则分析了脱嵌产品在其再嵌过程中的嵌体结构及其对再嵌过程的影响。黄剑博士则将视野放在消费社会背景下的身体与自我认同上。

他采用文献研究的方式来证明通过分析围绕身体进行的消费现象，揭示消费主义影响人们自我认同的机制。吴金海博士结合消费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最

新动向，以鲍德里亚和山崎正和为例，分析了当今消费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效率性和非效率性之争的实质原因及其现实意义，旨在加深对现代消费和消

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刘占勇基于1986-2012年CNKI篇名为“消费社会学”文献的分析，从不同角度整理和分析了消费社会学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王雨磊将文脉分析法运用到消费社会学之中，指出社会化实际上就是一种语境化，消费制度是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延伸，消费嵌入性、时尚机制都是消

费者在文脉中进行的互动和行为过程。扈海鹂教授探讨了都市商业空间这一新商业模式下的青年社会化问题，认为当代消费文化同时具有价值建构与

价值分裂的双重特性，割裂了青年社会化的伦理完整性。 

在第二个专题“品味、生活风格与消费者”中，朱迪博士后基于2008年对北京30位中产阶级成员的访谈，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指

出审美辩护和道德辩护是理解中产阶级消费倾向的关键。该文获得了本年会的优秀成果奖。刘丹萍以广州石室大教堂为例，致力于揭示现代消费文化

对中国宗教信仰的渗入和影响，启发人们关于宗教世俗化和市场化的思考，加深对佛教圣地旅游形象的理解和规制。吴丽民提出以幸福视角划分闲暇

时间消费类型，构建了“闲暇时间消费幸福影响因子－幸福指数”的三元链结构方程模型，并用调查数据实证闲暇时间消费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内在结构

与传导机理。聂万历对女性香烟消费在互动情境中的共同意义进行研究，指出女性香烟消费具有两个主要符号意义——空间维度上的自由和解放，时

间维度上生活世界的填充。薛德庆对驴友群体进行了研究，发现驴友群体是一种新型民间组织，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推动现代社会发

展的积极功能。陈璐分析了女性观众对韩剧的消费和认知，说明女性观众在选择性的接受媒介内容的同时，也主动的创造着女性主题价值和“自我赋

权”的特点。 

在“消费中不能承受之重“专题下，薛红通过劳工、环境和食品安全三个商业伦理的个案分析，讨论中国可能崛起的消费者力量以及它对中国跨

国公司和内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彭杰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运用赫希曼的“退出（exit ）、发声（voice ）”分析框架对医疗消费者在出现

失望和不满后的行动进行了系统分析，显示了中国的医疗消费者行动表现为“无法退出，唯一发声”的现状。赵卫华副教授将视角转向消费制度转型

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这个层面上，并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分析了消费制度转型的不平等后果。解彩霞探讨了食品不安全的发展历程，指出工业化食品

生产和食品制作是造成食品失控的主要诱因。张敦福教授运用实地考察和游击式访谈法等方法，从非正式经济视角探讨上海“黑车”现象，他认为未

获营运执照的上海出租车经营是城市化、乡城移民潮、政府治理与官民资本复杂互动等多重力量作用的结果，这有别于Sassen（1994）非正式经济的解

释模型。周春发博士从场域中行动者的视角对安徽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村民集体抗争行动进行了深层分析，发现徽村村民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徽村旅游场

域的结构变迁。 

在最后一个专题“消费品与城市生活“中，吕大乐教授从经营奢侈品的全球布局来探讨消费与城市的关系，尝试处理消费分层与全球城市的关

系，认为消费社会学可以从全球城市的分析中提高对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的敏感度，而城市社会学也应考虑将象征的、符号的、展示性的价值引入其分

析框架，加强对文化、消费活动的分析能力。李一教授分析了大众休闲发展的社会背景，阐释了休闲的基本内涵，对现代休闲发展的时代价值和发展意

蕴做了简要论析。袁少锋博士利用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奢侈品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奢侈品消费能促进人们短期内的积

极情绪体验，但在长期过度的消费下，奢侈品消费会带来消极情绪体验，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段媛媛基于青年学生的深度访谈，探讨青年学生苹

果产品消费中主体性建构的逻辑，指出青年学生一方面落入消费社会的藩篱，另一方面又欲挣脱消费社会的掌控，在i与I的抗争中，逐渐显现青年学生

消费的主体性。林晓珊博士通过解读“杭州经验”中的一些经典案例，提出城市消费品质化具有消费品质的体验性、消费方式的包容性与消费生活的

审美性等特征，是通向“明日的田园城市”的一个大胆实践和制度创新。杨颂平研究“身体”视域下的殡葬消费产品，认为未来殡葬消费产品必须要

从人的身体角度出发，不仅是处理生理维度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处理心理维度和社会维度的身体。 

此次消费社会学论坛是历届规模最大的。如同往届，每场发言结束后，分别有2名评论人进行精彩的点评，随后参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回

应。此次论坛不仅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研究，不仅有定性研究，而且还有若干定量研究的论文，吸引了诸多的旁听学者。论坛气氛热烈而友好，发言

与讨论不仅启发了与会者的思维，而且建立和加强了学者之间的友谊，参会学者都期待着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同仁进行思想和智慧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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