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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宁俊 马迁利
北京服装学院 商学院 北京  

摘  要  目前国内服装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 很大原因出于服装厂商和消费者对服装价值构成不同方面关

注的错位 ∀因此 尝试性地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服装消费这一经济行为进行分析 ∀在服装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基

础上提出了/服装消费文化0的概念 并进一步对服装消费文化的理论架构和内容体系展开了阐述 主要包括服装

消费观念 !服装消费心理 !服装消费审美和服装消费行为 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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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 国内服装买方市场和需求约束型经

济悄然成型 ∀不少服装厂家积压大批存货卖不出

去 经营上陷入困境 同时却又有很多消费者抱怨买

不到自己想要的衣服 ∀这种矛盾的出现 相当程度

上源于服装厂商和消费者对服装价值构成的不同方

面关注上的错位 ∀

从上世纪末开始 服装作为一种日常消费的商

品 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过剩 这使得其价值构成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使用价值日趋淡化 符号文化

价值日益凸显 消费者对服装符号文化意义的关

注远远超出了对其实用性的关注 ∀时髦的年轻人购

买/美特斯 邦威0的服装不是为了消费服装 而是为

了消费广告语/不走寻常路0中体现的那种品味和风

格 ∀因此只在服装的使用价值和价格上做文章的厂

商在市场上遭到消费者的冷遇 也就不难理解了 ∀

服装消费是一种经济行为 但在服装产品日益

/文化0化的今天 尝试性地引入社会 !文化的因素 

将服装消费纳入社会 !文化系统进行分析 显然是可

行的 也是很有必要的 ∀

1  服装消费文化的概念

对/服装消费文化0这个全新的概念进行界定 

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需要

从其它概念中解构出与/服装消费文化0相关的概念

因子 并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和创造 以形成新的/服

装消费文化0概念 ∀为此 首先对服装文化和消费文

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



111  服装文化

服装从开始出现的那一天 就囊括并联结着个

体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 ∀服装不仅可以遮体避寒 

可以装饰身体 还可以表示穿戴者的身份和地位 甚

至可以间接表达穿戴者的内心世界 ∀詹姆斯#莱文

在5服装风格6一书中写到 /每个人都要穿衣服 衣

服与人类的知识教养一样 都是在显现人们的心灵

思想≈ ∀0实际上 在同一社会中 人们往往选择共同

的服装 以得到互相承认和心里的安定 ∀这种人类

行为及其结果融合起来 在历史中传播 !分化 !发展

成服装文化 ∀服装既是文化的产物 又是文化的载

体 而且所有的服装都是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

的聚合体 ∀

服装文化的内涵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

面 人类的全部穿着方式 !衣装 !饰品等物质要素是

服装存在的前提 另一方面 服装体现着人类的观

念 !制度形态等精神文化的内容 是一种反映社会成

员普遍心理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 ∀

112  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经济 !社会条件下 消费

在人们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包括消费价值取向 !道

德 !心理 !审美 !行为 !习惯等 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

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 ∀

在生产社会中 人们对商品的使用价值高度关注 消

费文化的发展相对缓慢 且仅局限于占社会极少部

分的富裕阶层 在后工业社会即消费社会中 商品极

大地丰富 商品的价值与吸引力 日益体现为一种包

括文化观念 !文化韵味和美学内涵在内的文化魅力 

人们的消费行为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更多地

体现为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形态 ∀消费者注重的是

商品的符号价值 商品消费与文化消费融为一体 消

费文化普及 !扩大成为广泛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现实 ∀

在商品/文化0化的过程中 广告和大众传媒发

挥着重要作用 ) ) ) 技术上的现代化 !运作上的商业

化 使传媒在制造欲望和消费需求方面显示出空前

的能量 ∀日本研究消费社会的知名学者堤清二在

5消费社会的批判6一书中写道 /作为消费者的视听

者 如果真正从日常生活需要的立场去看 那就意味

着商品在眼下卖不出去 因此 广告必须把他们引向

幻想的爱情和欲望的原野≈ ∀0

113  服装消费文化概念的界定

通过对服装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剖析 不难得出

服装消费文化的概念 ∀所谓服装消费文化 是指在

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 人们在对服装选择 !购买

和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消费价值取向 !审美情趣 !

道德观念以及行为习惯等的总和 它反映着特定时代

社会成员的普遍心理和民族精神实质 ∀

服装消费文化与服装文化显然是不同的 ∀服装

文化包罗万象 与服装直接相关的一切文化都可以

算在服装文化之内 服装消费文化则仅仅是与服装

消费联系在一起的 ∀服装文化可以是静态的 服装

消费文化却必须是动态的 ∀西方的骑士装 !燕尾服

与钟形裙 中国的乌纱帽 !襦裙装和杂裾垂服 东非

的糠嘎 日本的和服等服装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但只

有当人们穿上它们 并用它们来表现自己时 才称得

上是服装消费文化 ∀

服装文化学中的服装工艺学 !服装生理学和纯

粹与服装设计相关的服装艺术学就不属于服装消费

文化的研究范围 ∀而服装消费文化中所包含的服装

消费观念 !服装消费心理以及服装消费过程中对服

装产品本身的审美仍然是和服装文化相互融通的 ∀

这也是为什么在界定服装消费文化的概念时 同样

认为它也可以反映特定时代社会成员的普遍心理和

民族精神实质 ∀

2  服装消费文化的架构与内容

211  服装消费文化的架构

  从服装消费文化的概念可知 对服装消费文化

的研究贯穿在服装消费过程的各个部分和不同环节

中 并构成一个系统 ∀概括起来 可以分为服装消费

观念 !服装消费心理 !服装消费行为和服装消费审美

个基本方面 ∀

显然 这 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有着本

质的内在联系 ∀服装消费行为是整个系统的枢纽 

因为服装消费最终要落实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上 

服装消费观念和服装消费心理对服装消费行为起着

支配作用 而服装消费行为的结果反过来又对服装

消费观念和心理起着强化或者是削弱的作用 服装

消费审美受服装消费观念和服装消费心理的制约 

而服装消费审美又会对服装消费行为造成直接影

响 ∀这 个方面的关系如图 所示 ∀

212  服装消费文化的内容体系

21211  服装消费观念

服装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在服装消费过程中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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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服装消费文化的架构图

现出来的道德 !习惯 !规范 !做法和礼仪等 ∀比如在

盛夏 即使穿超短裙十分凉快 也没有一个男人穿 

以前人们无论是工作 还是居家穿的都是一套衣服 

现在人们在穿衣时需要考虑 ×°× 指时间 !°

指 地点 !指 理由
≈ ∀过去一件衣服

要一直穿到不能再穿为止 现在一件衣服即使没穿

过 只要不时尚了也会被扔在衣柜里不予理睬 ∀这

都是受服装消费观念的影响 ∀

在消费社会 大众传媒极大地影响着消费者的

服装消费观念 ∀二战前牛仔裤曾是下层民众的裤

装 但在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将其作为荧幕

服装之后便风靡世界 以其结实耐用 !价格低廉和美

观大方而深受年轻人喜爱 直至今日 已成为各阶层

人士的日常服装 ∀

21212  服装消费心理

心理指人的头脑反应客观现实的过程 ∀服装消

费心理就是人的头脑对服装消费这个客观现实的一

系列反应过程 包括感知 !认知 !情绪 !情感 !意志等

现象 ∀可以把消费者的服装消费心理分为 种 ∀

寻求归属和爱的需求 ∀人们从家庭开始 就

在寻找归属 离开家庭后在工作单位寻求归属 在朋

友圈子中寻求归属 ∀服装不仅有保护个人身体的作

用 还有着与他人建立认同的社会作用 人类总是希

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或者说得到爱 ∀为此人们总想让

自己看起来很美 以博取对方的好感 而服装是使自

己看起来美丽的重要手段 ∀

寻求尊重的需求 ∀人们有着让社会承认自己

的工作和才能并得到别人称赞的需求 ∀随着需求的

不同 人们会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 ∀已经获得身份

及地位的人 用服装来显示地位和被社会承认 比如

演员穿着华丽的服装 ∀自己的工作能力不能被社会

承认的人 作为理想来穿衣服 造成一时被社会承认

的错觉来满足自己 ∀比如穿上白大褂就好像成了大

夫 穿奇特的衣服就有设计师的气派等等 ∀

寻求自我实现的需要 ∀当人们每天都过着完

全相同的生活 就会寻求新的刺激 !新的平衡 这是

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 ∀服装在这种寻求新经验需求

的影响下 发生很多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 大量购买

不需要的服装 特别是穿着与自己年龄及职业不符

的服装 都是由寻求新刺激及经验的需求所起的心

理作用 ∀

21213  服装消费审美

服装消费审美就是消费者在服装的消费行为中

去领会服装产品和相关服务的美 并对服装消费行

为形成直接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过 

/我们没有理由主观地假定科学和工程上的成就就

是人类享受的最终目的 ∀消费发展到某一限度时 

凌驾一切的兴趣也许是在于美感≈ ∀0

服装消费审美包括服装商品审美 !服装销售环

境审美 !服装促销方式和服务审美 ∀

服装商品审美 ∀服装商品美是服装实用美与

形式美相结合 !并依靠人体而存在的一种装饰性造

型艺术 ∀它属于形式美 !艺术美 又同自然美 !社会

美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服装商品日益同质化的今

天 只有蕴含在其中 / 美的文化0才有可能吸引消

费者 ∀

服装销售环境审美 ∀消费者的服装购买行为

是在一定的购物环境中进行的 购物环境的优劣对

消费者心里会有一定的影响 从而影响其购买行为 ∀

服装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艺术 因此要求销售环境能

给这种生活艺术提供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其艺术

性的展示空间和场所 使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获得

美感体验 从而实现销售的目的 ∀

服装销售服务审美 ∀对服装消费者提供服

务 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如果服务人员仪表

整洁 服务周到 温馨又充满人情味 那么 消费者感

到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需要满足后的愉悦 同

时也包含着心灵和精神的极大满足 ∀

21214  服装消费行为

服装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在理解服装产品功能

价值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需求和条件 寻求 !购买和

使用服装产品及相关劳务或服务的过程 ∀服装消费

行为的过程分为 个阶段 如图 所示 ∀

消费者在产生了购买服装的动机之后 就会开

始收集各种有关信息 以帮助自己对想购买的服装

的了解 为进行分析评价和做出购买决定提供依据 ∀

收集到足够多的相关信息后 消费者根据自身的情

况收入 !年龄 !家庭对可供选择的服装产品进行综

合分析 !比较 !评价 得出相应的综合性结论 为下一

步进行购买决定提供足够的依据 ∀

第 期 宁俊等 服装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  >



图 2  服装消费行为过程

 

消费者在经历前期深入细致地分析后就会采取

决定性的购买行动 ∀消费者在购买服装以后的使用

过程中如果对服装产品表示满意 则会采取积极的

正面的行动和反馈 如为产品做免费的 !义务的口碑

宣传 促使自己重复性购买等等 反之 消费者则可

能会要求退货 !索赔 !不再购买 !不再使用 !对其进行

反面宣传 甚至劝阻他人的购买 ∀

3  结束语

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而发

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就是人们对生活的不断追求 ∀

正如墨子所言 食必常饱 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 然后

求丽 居必常安 然后求乐 ∀随着人们对服装消费文

化意识的增加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服装

厂商要追求更大的市场效益特别是长远利益 必须

更加重视利用/文化0的武器 更加强调/文化0的价

值 更多地寻找/文化0在服装商品上的表现方式 更

加注意消费者对服装/文化/的感知并关注有哪些特

点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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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不便应用 ∀所以 我国体型分类方法具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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