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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自编问卷调查了897名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倾向。利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大学生消费行

为倾向包括“计划－无序”和“节俭－奢侈”两个维度，并且各维度存在两极化的二元结构。其中“计划－无

序”维度包括“计划”和“无序”两个次级因素，而“节俭－奢侈”维度则包括“节俭”和“奢侈”两个次级

因素。针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现状，教育工作者要有的放矢，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

费观，自觉抵制不良消费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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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消费研究现状 
消费行为是指消费主体出于延续和发展自身的目的，有意识地消耗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的能

动行为。它既包括消费决策的行为实施，也包括决策前的所有心理过程以及实施后的消费体验和评

价。[1]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思想文化的渗入，作为未来消费引领者及当前消费主体之

一的大学生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消费模式，盲目攀比、人情消费等不良消费行为在大学生中屡

见不鲜，但是对于当前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究竟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争论，尚无定论。 
一般认为大学生收入来源少，经济上依靠父母，消费能力有限，所以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是理性、

积极的。[2~3]如陆汉文从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两方面对大学生消费进行了研究，认为无论从消费额还

是从消费结构或家庭收入状况来看，当前大学生的消费基本上是现实、合理的，不存在普遍的高消

费或盲目消费现象。[4]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发

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也相应发生了很大改变，不良消费行为已开始在大学生中蔓

延。[5~6]如对武汉高校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表明，武汉市大学生的月食品支出在 230 元左右，它与

生活费月支出（480 元）的比率是 47.9%，这可视为大学生的“恩格尔系数”，与 1999 年武汉市人

均消费支出和食物支出相比，呈现出整体上消费水平比较高的趋势。[7]张志祥总结了大学生的不良

消费行为：第一是早熟消费，消费水平和质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第二是畸形消费，消费

内容过多过快，向高档型消费倾斜。第三是豪华型消费，追求不切实际的奢侈、气派。第四是炫耀

消费，把高消费当作实现社会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手段。第五是悬空消费，追求一种脱离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个人消费承受能力的消费。第六是情绪化消费，把对消费品的占有、享乐作为弥补精神空虚

的手段。[8]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均只涉及到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某个方面，并不全面。我国目前正处于经

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思想观念并存，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矛盾冲突。[9~10]同时尽管大学生正处

于青年时期，个性强，易过分追求时尚、潮流和面子等盲目消费，但其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父母，

消费能力受到制约。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当前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倾向并存的消费模式。

如陶余奎、李诚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具有保守型、适度型和超前型三种消费倾向并存的特点。[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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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采用自编问卷，运用因素分析方法构建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结构模型，以探究大学生消费行

为倾向是否在不同纬度上存在两极化的二元结构，为大学生消费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式，从海南师大、宁波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和杭州师院四所院校共抽取

910 人，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897 份。其中海南师大 374 份，宁波大学 272 份，昆明

理工大学 58 份，杭州师院 193 份；男生 314 人，女生 583 人；一年级学生 288 人，二年级学生 207
人，三年级学生 245 人，四年级学生 157 人。 

（二）问卷编制 
设计开放式问卷项目：你如何看待自己及周围同学的消费行为？（有多少条就列出多少条）。

共调查了 123 位同学，其中男生 49 人，女生 74 人；一年级学生 19 人，二年级学生 35 人，三年级

学生 42 人，四年级学生 27 人。 
请 3 位心理系硕士研究生将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合并，删除明显不符合研究要求的项目（如“宁

波市的消费水平太高”等），最终发现大学生消费态度主要涉及 4 大类，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大学生消费行为开放式问卷调查归类表 
类别 频次 排序 

计划型 65 1 
节俭型 51 2 
无序型 44 3 
奢侈型 36 4 

根据开放式问卷所得资料，参考石绍华等编制的青少年消费行为问卷和其他已有文献[12，13]，编

制了测验项目。然后请 3 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仔细审阅各条目，将产生歧义或不符合研究内容的条

目标示出来，并对这些项目进行了修改或删除，最终形成了包括 16 道项目的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问

卷。各项目随机排列，每个项目按 5 级记分：其中“1”代表完全同意，“2”代表基本同意，“3”代

表无法确定，“4”代表基本不同意，“5”代表完全不同意。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我们将样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共 534 人）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构建大学生消费

行为倾向的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共 363 人）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所得的理论模型进行修正。  
对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问卷的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在 0.001 水平差异

显著，KMO 系数为 0.700，说明可以做因素分析。应用主成份法抽取公共因素，同时对抽取的公共

因素进行方差最大斜交旋转，删除因素负荷小于 0.4 的 3 道项目。对剩余的 12 道项目再次进行因素

分析，并进行方差最大斜交旋转，共抽取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素 4 个。 
结合表 2、表 3 可以看出，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 4 个因素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 51.423% ，各

项目的最高因素负荷为 0.861，最低因素负荷为 0.443，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表 2 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各因素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因素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计划 2.396 19.970 19.970 
节俭 1.523 12.696 32.666 

无序 1.138  9.486 42.152 

奢侈 1.112  9.271 5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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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问卷的结构及各项目在对应因素上的负荷 

                因素                  
消费行为倾向测题 

计划 节俭 无序 奢侈 

9．量入为出的消费行为应该提倡 0.754    
6．随意支配自己做兼职挣来的报酬无可厚非 0.691    

4．借贷消费应该提倡 0.570    

1．我对生活有规律、花钱有节制的同学表示敬意  0.861   
2．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喝凉水”的观点  0.749   

11．大学生的储蓄行为值得提倡  0.439   
12．大学生花钱没有计划可以理解   0.858  
13．家庭条件好的独生子女花钱没必要做规划   0.640  
3．大学生支出越来越广，要做到合理预算很困难   0.443  

10．大学生消费与成年人没有差异，因此不应自我限制    0.641 
7．大学生经济尚不独立，应该节俭消费，大手大脚是可耻的    0.598 
5．应该谴责“为满足虚荣心而大手花钱充阔”的行为    0.583 

表 4 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 4 因素间的相关矩阵 

项  目 计划 节俭 无序 奢侈 
计划 —    
节俭 0.234 —   
无序 0.534* 0.107 —  
奢侈 0.115 0.423* 0.226 — 

注：*P < 0.05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第二个样本，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对第一个样本中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EFA）所抽取的因素结构进行验证，并将其与另外两个可能理论模型进行比较。 
验证性因素分析技术的关键是通过比较多个模型之间的优劣，以确定最佳匹配模型。本研究构

建了 3 个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理论模型： 
（1）四因素模型，即由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揭示的模型。 
（2）二阶一因素模型，即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四个因素负荷于一个因素。 
（3）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二阶二因素模型。 
从上面的因素相关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到，节约消费和奢侈消费因素间高相关，计划消费和无序

消费因素之间也具有高相关，这就暗示节约消费和奢侈消费因素可能是一个更高因素的两极，而计

划消费和无序消费也可能是另一个更高因素的两极。 

表 5  3 个假设模型的 CFA 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NFI NNFI CFI RMSEA 
模型一 70.08 48 1.46 0.90 0.89 0.92 0.04 
模型二 146.34 50 2.92 0.72 0.74 1.80 0.07 
模型三 94.08 49 1.92 0.95 0.91 0.94 0.03 

从表 5 可以看出，模型一和模型三均是可以接受的模型，但模型三，即二阶二因素模型的总体

拟合指数要比模型一和模型三的总体拟合指数要好，所以我们选择二阶二因素模型。我们将计划和

无序因素的二阶因素命名为“计划—无序”，将节俭和奢侈因素的二阶因素命名为“节俭—奢侈”。

从图 1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该二阶因素模型的各项参数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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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二阶二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三）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作为信度检验的指标，总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716，符合心理

测量学要求，说明本量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各项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来看，所有项目与总分的

相关均较高，都在 0.4 至 0.7 之间，且均在 0.01 水平差异显著，而且删除任何一道项目之后都不会

引起信度的提高。 
四、调查结果讨论 
本研究在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是一个 4 因素结构，包括节约、奢侈、计划和无序。问卷的总体信度达到了心

理测量学所要求的 0.70 标准。同时项目分析结果也表明，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问卷的每一个项目与

总分的相关都在 0.4 至 0.7 之间，并且均在 0.01 水平差异显著，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也再次证明了

大学生消费行为四维结构的合理性。这些都表明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问卷的设计是合

理可信的。同时进一步综合相关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四个因素

从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计划和无序因素属于“计划—无序”维度的两极，而节俭和奢侈因素则属

于“节俭—奢侈”维度的两极。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行为倾向并存的二元结构，这与我们的理

论预想一致。“计划－无序”维度主要表明消费行为的规划性，在大学生身上一般表现为花钱是否

有目的性，是否跟着感觉消费等，而“节俭—奢侈”维度则主要表明了大学生消费行为的节约性，

在大学生身上一般表现为花钱有无节制，是否一味追求感官享受和铺张浪费等。每个维度的两极表

现在大学生身上并不是此消彼长，它们在大学生身上矛盾存在。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许多研

究都表明当前我国大学生价值观和消费观兼具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代特征。[9,10,14,15]一方面我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瓦解，新的价值伦理体系尚未建立，各种价值思潮并

存，尤其是消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大学生深受其影响。同时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期，所以有追求时

尚消费、人情消费和炫耀消费等不良消费行为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大学生受自身消费能力及我国传

统消费观念的影响，消费时又具有量入为出，追求实惠实用的消费倾向。这种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

二元结构恰是大学生矛盾冲突价值观在消费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反映。石绍华等对北京市青少年的消

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北京市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分为谨慎型、流行型、实际型和攀比

型四种消费行为类型，但在中学生中并没有发现这种二元结构。[12]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学生较

初中生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及更大的支配权限，而初中生消费行为受家长的约束较多。 

基于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的二元结构现状，社会、学校和家庭一方面要肯定和加强大学生消费

行为倾向中科学合理的层面，另一方面要针对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中的消极方面，优化大学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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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大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使其自觉遵守消费道德规范，崇尚科学消费，抵

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消费倾向。 
五、结论 
1．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包括“计划—无序”和“节俭—奢侈”两个维度，并且在这两个维度上

分别存在两极性。“计划—无序”维度包括计划和无序两个次级因素，而“节俭—奢侈”维度则包

括节俭和奢侈两个次级因素。 
2．大学生消费行为倾向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倾向并存的二元结构。针对此现状，教育工作者要

有的放矢，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观，自觉抵制不良消费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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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ssay, based on the study of 897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 disposition in consumption, is designed to 
demonstrate the duality of “plan vs. disorder” and “economy vs. extravagance” in bipolarized dimensions in terms of 
detective and positive factors. To tackle the coexistence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reflected in students’ behavior 
disposition, educators have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to root out improper consuming habit, and to cultivate rational view of 
consump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consumption behavior structure；CF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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