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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学的学生丁蕴却一脸踌躇，她说：“和很多同学一样，

买了火车票之后，差不多就身无分文了。” 掐指一算，除了

缴纳5000多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在半年里，丁蕴已经花出去

了4000多元。“这的确是个不小的开销”，她坦言，“但这

不是因为我花钱大手大脚，而是‘迫不得已’啊。” 近年来

，关于大学生高消费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当我们通过这些

表象去议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观念的时候，那些影响他们消

费的种种背后因素也开始引起我们的思考。 时空各不同 物价

有差异 在上海读大学的徐志存来自中部的一个县城，他说：

“高中时期，我也是寄宿住校，当时每月学习和生活的消费

怎么也不会超过200元。上了大学之后，每月六七百都会捉襟

见肘。毕竟，上海的物价比家里要高许多。”他举例道，在

家乡的高中里，两元钱就能饱餐一顿，到了大学，每顿饭至

少也要四、五块钱。 我国的高校大多设在直辖市或省会等大

型城市，而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往往要高于其他

地区。像徐志存这样消费面临地域物价差异的因素的学生，

自然不在少数。 前不久，南开大学的张红烨、陆宁等同学在

学校“创新科研项目工程”的支持下，基于对京津冀三地十

余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的调查，完成了一项大学生消费情

况调查研究（以下简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地

级市以下的大学生占到总人数的86%，其中农村大学生占

到42%，而本身就来自于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大学生仅有14%



。 人们对当前大学生消费如此关注，自然也有与历史对比的

原因。 梁秀山先生是1988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回顾起当年的

消费情况“我们上大学时，是没有学费和住宿费的，当时一

顿饭菜花2、3角钱就够了。虽然我的家境不好，但每个月能

拿17元的奖学金，到后来还能剩下几元钱零花。偶尔会有些

意外开支，就是花个几角钱去看看电影，或者咬咬牙花一二

十元钱买一件迷彩服。” 那么，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观念真的

发生巨变了吗?调查中这样的一组数据为学生说了话：除学费

和住宿费外，北京地区大学生月消费额约为615.65元，基本消

费（伙食费及生活必需品）和学习相关费用平均为513元，基

本消费在大学生总消费中占据了相当比例，透过这样高的恩

格尔系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当前大学生的消费仍然是以

理性消费为主的。 时代在发展 需求在升级 郑州大学的张同学

刚刚花数千元购置了电脑和MP3,谈到这笔开销，他心情颇为

复杂，“其实我真不想花家里这么多钱，但这也是没办法的

事。现在查资料需要上网，作业要交电子版，U盘和MP3也

都是当前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手机通讯费也是

大学生的重要开支。“上大二之后，身边的同学都有了手机

，我也配了一个，要不然，就相当于脱离了集体，和老师、

同学们都失去了联系。有时候班级和学院的重要事情，都是

通过短信通知的。”谈起当初的那笔投资，中国人民大学的

研究生王宇锋一直认为它有着十分必要的意义。尽管对现在

每月一二百元的手机费用很是头疼，他还是说：“该花的省

不掉。要找工作了，没有手机就是没有出路。简历上必须留

下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不可能总在宿舍等着接固定电话啊。

” 时代和社会都在变化和发展当中，这就必然造成新的大学



生消费结构，衍生出新的必要消费项目。张红烨的调查显示

出：当前48.88%的大学生拥有电脑，45.5%的学生购

有MP3,28.65%的学生有数码相机，拥有手机者最众，达到

了74.72%，而到了大四，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90%以上，并且

，其中八成学生表示是出于求职需要。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副院长李家华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大学生的正常消

费可划分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而类似于交往通讯费

、求职就业费、学习工具费都属于能促进今后人生和职业发

展的理性消费。 社会在变化 环境在影响 “大学生们每月用于

‘交际应酬’的平均费用是84元，其中15.56%的大学生的此

项月消费超过了200元”，这是上述调查所提供的另一则值得

关注的信息。 梁秀山先生介绍了他在学校时的交际消费情况

：“我们上学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不过也有少数的

聚会活动，但社会不像现在丰富多彩，没有这么多的饭馆之

类的场所，所以我们顶多是拿着暖瓶打些散装啤酒回宿舍喝

。” “上了大学之后，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所以就经常有

各种吃饭、娱乐这样的聚会来增进感情和沟通。如果什么应

酬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就说明大学生活很失败”，张介绍

了自己每月近100元应酬开支的“合理性”之后，又发出疑问

：“按说，现在的社会是朝着多元化发展的，但为什么我们

的交际过程中却跳不出消费的形式呢？这可能也是社会情况

对校园的影响吧。” 那么社会环境对大学生“高消费”的影

响到底有多大？在肯定了适当的社会交往消费的必要意义和

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上升对大学生的压力之后，李家华教授对

当前部分大学生存在的非理性消费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剖析

和解读：一是来自于社会高消费层导引的奢靡之风的“社会



诱惑”。少数有社会高消费能力和话语权者代表的所谓“成

功者形象”效应，影响着许多年轻人的价值判断。二是校园

同辈的示范作用。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同学关系在本质上还

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不同背景的学生有着极大的生活差别。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李家华建议社会要客观、实事求是地分

析大学生的消费现象，要去深刻认识并解决社会的主流价值

体系建设和社会行为评价标准确立的问题，而不是对大学生

这个特殊群体盲目指责；学校作为教育的主体，要认真思考

和解决教育环境的优化问题，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为学生

树立高尚的精神导引和健康的行为评价。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作为青年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李家

华在最后向大学生们发出了亦师亦友的希望和忠告：学会保

持基本的经济理性或消费理性；应建立明确的是非标准，鄙

视浅薄浮华之风；树立远大理想，健全和谐人格，坚持艰苦

奋斗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自觉抵御高消费诱惑和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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