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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成年人状况调查”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共同策划 ,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和资助下进行的 ,目的是通

过问卷调查 ,对本市中学生身心发展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整体状况做出客观和准确的描述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剖析社

会变革、经济发展、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素质发展的深层影响 ,作出有关发展趋势的预测。

3 3 车宏生教授策划并指导取样工作。

北京中学生的消费价值观与消费行为
石绍华　郑　钢　高 晶　唐 洪 陈毅文 虞积生 张梅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对北京青少年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被试为 13～19 岁中学、职高及技校在校各年

级学生 4193 人 (男 1086 人 ,女 2387 人) ,用自编的中学生消费问卷、青少年亲子关系问卷、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

表进行集体施测。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消费价值观包含保持勤俭传统、追求现代生活和消费压力 3 个因素 ,北京大

多数中学生的消费价值观是倾向于保持勤俭传统 ,贫富差距和消费能力的差距对大多数中学生来说没有构成压

力。因素分析结果将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分为谨慎型、流行型、实际型和攀比型 4 种消费行为类型 ,谨慎型消费是北

京中学生消费行为的主流。消费价值观与消费行为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根据消费社会化理论对影响青少年消

费价值观和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亲子关系都对青少年的消费模式产生影响。

关键词 　消费价值观 ,消费行为 ,消费社会化 ,青少年。

分类号 　B844. 2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朝着现代化迈进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方

面 ,社会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现代生活的模式正

向社会的各阶层渗透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保持勤俭

的传统 ,还是追求现代生活 ,这对中学生来说是一个

重要的选择 ;另一方面 ,社会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贫富

差距加大 ,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社会上广泛传播的

消费商品和服务 ,使消费能力似乎变成了身份的证

明。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大而造成的消费能力的悬

殊 ,对中学生来说会不会造成压力 ? 本研究的目的

是了解中学生在消费价值观上是倾向于保持勤俭的

传统 ,还是追求现代生活 ;面对消费能力的压力 ,他

们的态度如何 ? 在不同消费价值观指导下 ,他们的

消费行为有什么差别 ? 他们的消费模式受到哪些因

素的影响 ?

2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本研究是“北京市未成年人状况调查”3 中的一

部分 ,“未成年人状况调查”是一项对北京中学生进

行的大型综合调查 ,我们在全市进行按比例分层随

机取样 3 3 , 北京市 18 个区县共有在校中学生

741 859人 ,其中初中生 473 422 人 ,高中生 161 473

人 ,职高学生 106 964 人 ,我们取样 5 000 人 ,为在校

生人数的千分之 6174。用这个比例在各区县的初

中抽取 3 139 人 ,高中 1 088 人 ,职高 721 人 ,男生

1 086人 ,女生 2 387 人。每个区县 3 个组 (初中组、

高中组、职高组) ,一共是 54 个组 ,每组都是按照千

分之 6174 取样 ,取样人数在 50 人以下者 ,在一个学

校取样 ;如果超过 50 人 ,在 2 个以上学校取样 ,每个

学校不超过 100 人。共有 96 个学校参加了本次调

查 ,其中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男女生都按比例随机

抽取。实发问卷 5 000 份 ,回收 5 000 份 ,剔除了一

部分作答不合格的答卷 ,一部分录入不合格的问卷 ,

实际统计的问卷为 4 193 份。

212 测量工具

21211 中学生消费问卷 　我们在多年对青少年价值

观研究和消费研究[1～9 ]的基础上 ,参考了其他研究

的结果 ,编制了中学生消费问卷 ,问卷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是关于消费价值观 ,第二部分关于消费行

为。由于这次大型调查的问卷涉及方方面面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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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不可能出很多题目 ,因此中学生消费问卷共

设计了 30 道测题 ,经施测筛选后 ,保留了 21 道测

题 ,其中有关消费价值观 11 题 ,有关消费行为 10

题。

对消费价值观部分进行因素分析 ,用主成分法

抽取公共因子 ,用直接斜交法旋转 ,得到 3 个公共因

素 ,它们是 : (1)消费压力 ; (2) 保持勤俭传统 ; (3) 追

求现代生活。根据我们设计问卷时的想法 ,保持勤

俭传统与追求现代生活是一个维度的两极 ,但调查

的结果显示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这 3 个维度

表现在一个人身上并非此消彼长 ,它们之间有一定

的相关。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消费价值观测题的公共因素负荷矩阵

消费价值观测题 公共因素

消费压力 保持勤俭传统 追求现代生活

一个人穿什么档次的衣服 ,表明他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01718 01049 01209

拥有名牌衣服、鞋和其他东西 ,显示一个人的身份 01756 01122 01278

如果哪个同学名牌东西多 ,就说明他的家长成功 01685 01151 01194

如果我没有名牌东西 ,同学会看不起我 01569 01363 01211

我尊重我的前辈节俭的品德 01155 01713 01101

自己节约一点水 ,是为了后代有水用 ,因此节水是高尚的 01140 01657 01151

中国人均资源相对匮乏 ,因此节约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01131 01713 01203

我追求流行与新奇的东西 01253 01028 01677

国外的品牌比国内的好 01399 01082 01541

我觉得我父母过分节俭 ,没有必要 01088 01161 01659

我觉得人应该享受 ,有钱就应该花 01218 01294 01669

表 2 　消费价值观测题的公共因素相关矩阵

项　目 消费压力 保持勤俭传统 追求现代生活

消费压力 11000 01184 01306

保持勤俭传统 01184 11000 01194

追求现代生活 01306 01194 11000

消费行为部分经因素分析保留 10 道测题 ,用主

成分法抽取公共因素 ,最大四次方旋转 ,得到 4 个公

共因素 ,这 4 个公共因素代表了消费行为的 4 个类

型 ,我们称之为谨慎型、流行型、攀比型和实际型。

表 3 和 4 是消费行为测题因素分析的结果。

表 3 　消费行为测题的公共因素负荷矩阵

消费行为测题 因素

流行型 谨慎型 攀比型 实际型

我决定买什么东西受广告影响很大 01622 01017 - 01152 - 01201

我购物时很注重品牌 01743 - 01098 01078 01238

我购物时挑选流行的东西 01652 - 01049 01289 - 01067

我对自己的花销非常谨慎 - 01209 01684 01017 01035

买东西时 ,我常货比三家 01034 01726 01035 - 01062

把零用钱留存一部分很有必要 01043 01579 - 01109 01244

因为别人有 ,因此我也要有 - 01041 - 01092 01767 01105

因为别人没有 ,所以我决定买 01188 - 01057 01715 - 01101

我购物时很注重价格 01034 01227 01109 01602

我购物时很注重质量 - 01087 - 01030 - 01099 01771

表 4 消费行为因素成份转换矩阵

因素 流行型 谨慎型 攀比型 实际型

流行型 01702 - 01527 01416 - 01239

谨慎型 01396 01685 01441 01423

攀比型 01586 01235 - 01765 - 01131

实际型 01089 - 01445 - 01217 01864

212121 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 　本研究使用的工

具还有亲子关系问卷 ,问卷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题目

选自我们目前正在参与的一项大规模跨国研究[10 ]

中有关的测题 ,其中大部分测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进行的国际合作研究中使用 ,内容包括父母对孩子

温暖、支持、理解和尊重、培养孩子自立等反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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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育儿风格主要特征的叙述 ,以及父母对孩子心理

控制、过度保护、拒绝等态度和行为反映专制型育儿

风格的主要特征的叙述 ,另一部分是 Moos 等人编

制的“家庭环境量表”。此量表经北京师范大学方晓

义、董奇[11 ]翻译并试用 ,证明基本可靠。此部分内

容包括父母与子女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冲突的频

率、冲突的激烈程度、父母与子女冲突的方式 (批评、

讥讽、争吵、责骂、责打) 、冲突影响的时间和冲突的

结果对子女的公平程度 ,反映了民主型育儿风格和

专制型育儿风格解决亲子冲突的主要策略。在本研

究中只用了在生活各方面冲突的频率作为亲子冲突

得分。

21213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 　个人主义 - 集

体主义量表也是从我们目前参与的大规模国际研究

中选取的 18 项价值观测量项目构成 ,其中包括尊重

长辈、维护安定、国家安全、有礼貌、自我约束、履行

责任等一些被认为较为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

项目 ,以及思想自由、新鲜刺激、平等、环保、个人感

到愉快、创造力、挑战性和变化、敢于冒险等较为典

型的个人主义的项目。要求被调查者根据每个项目

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意义或价值进行评价 ,得分

范围 - 27 ～ + 27 分 ,对北京中学生施测结果 ,该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 0186 ,最高得分为

21 ,最低得分为 - 13 , 平均得分 - 0130 , 中数是

0100 ,众数是 0 ,标准差是 3132 分。

3 结果与讨论

311 北京中学生在消费价值观各因素上的得分分布

31111 　消费压力因素得分分布 　消费压力因素得

分的范围是从 0 分到 4 分 ,在北京中学生中调查的

结果 ,最低分为 0 分 ,最高分为 4 分 ,平均分数为

0186 ,中数为 0100 ,众数为 0 ,标准差为 1113。分数

越高 ,表明压力越大。表 5 是消费压力得分的分布

情况。从表 5 可以看出 ,北京中学生大多数没有感

受消费压力 ,只有 1116 %的中学生体验到较大消费

压力 (在消费压力量表上得 3 分和 4 分) 。

表 5 　消费压力因素得分分布

消费压力得分 频次 百分比

0 2094 5312

1 900 2218

2 489 1214

3 310 719

4 46 317

31112 　保持勤俭传统因素得分分布 　保持勤俭传

统这个因素的得分范围是从 0 分到 3 分 ,北京中学

生的得分情况是 :最低分平均分为 1 分 ,最高分为 3

分 ,平均分为 2166 ,中数为 3100 ,众数为 3 ,标准差

为 0169。分数越高 ,越倾向于保持勤俭的传统。表

6 是北京中学生在保持勤俭传统因素上的得分分布

情况 ,从表 6 可见 ,北京中学生在保持勤俭传统因素

上的得分是相当高的 ,得 3 分和 4 分的占 9216 %。

表 6 保持勤俭传统因素得分分布

得分 N 百分比

3 2905 7511

2 638 1615

1 250 615

0 73 119

31113 　追求现代生活因素得分分布 　这个因素的

得分范围是 0 —4 分 ,北京中学生的得分情况是 :最

低分为 0 分 ,最高分为 4 分 ,平均分为 1152 ,中数为

1100 ,众数为 1 ,标准差为 1124。北京中学生在追求

现代生活因素上的得分偏低 ,追求现代生活的学生

(在这个因素上得 3 分或 4 分的学生) 只占 23 %。

表 7 是北京中学生在追求现代生活因素上的得分分

布情况。

表 7 追求现代生活因素得分分布

得分 频次 百分比

0 994 2513

1 1117 2814

2 914 2313

3 590 1510

4 313 810

312 　北京中学生在消费行为各因素上的得分分布

31211 　谨慎型消费行为因素得分分布 　谨慎型因

素上的得分范围是从 0 分到 3 分 ,平均得分为 2134

,中数为 3100 ,众数为 3 ,标准差为 0182。北京中学

生大多消费比较谨慎。谨慎消费行为得分布见表

8。

表 8 谨慎型消费行为因素得分分布

得分 N 百分数

0 128 312

1 500 1216

2 1220 3017

3 2123 5315

31212 　流行型消费行为因素得分分布 　这个因素

的得分范围是从 0 分到 3 分 ,北京中学生在这个因

素上得分不高 ,平均分为 1104 ,中数为 1100 ,众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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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标准差为 0197。表 9 是北京中学生在这个因素

上得分的分布情况。

表 9 　流行型消费行为因素得分分布

分数 频次 百分数

0 1410 3610

1 1311 3315

2 824 2110

3 371 915

31213 　实际型消费行为因素得分分布 　这个因素

上的得分范围是从 0 分到 2 分 ,平均数 1141 ,中数

为 2100 ,众数为 2 ,标准差为 0168。实际型消费行

为得分分布见表 10。在这个因素上得分高的人 ,既

注重质量 ,又注重价格 ,兼顾品牌 ,平时还注意存钱 ,

是比较成熟的消费行为类型。北京中学生中有

5213 %在这个因素上得满分。

表 10 　实际型消费行为因素得分分布

得分 频次 百分数

0 433 1019

1 1462 3618

2 2077 5213

31214 　攀比型消费行为得分分布 　在这个因素上

得分范围是从 0 分到 2 分 ,北京中学生在这个因素

上的得分很低 ,平均分为 0117 ,中数为 0100 ,众数为

0 ,标准差为 0142。攀比型消费者很在意别人有什

么东西 ,别人有的 ,他们要有 ,别人没有的 ,他们也要

有 ,并且注意买流行的东西。表 11 可以看出 ,这种

消费类型的人不多 , 在这个因素上高分者只占

118 %。

表 11 攀比型消费行为因素得分分布

得分 频次 百分数

0 3267 8511

1 502 1311

2 69 118

313 　消费价值观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 ,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之间有

弱相关 ,见表 12。

保持勤俭传统消费价值观因素得分高者 ,倾向

于表现出谨慎型消费行为和实际型消费行为 ,保持

勤俭传统消费价值观因素得分低者 ,相应地在流行

型消费行为因素上得分较高。

表 12 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因素相关表

消费价值观 消费行为

实际型　 谨慎型　 流行型 攀比型

保持勤俭传统 01184 3 3 01245 3 3 - 01063 3 3 - 01035 3

追求现代生活 - 01213 3 3 - 01164 3 3 01340 3 3 01139 3 3

消费压力 - 01193 3 3 - 01068 3 3 01249 3 3 01086 3 3

注 : 3 p < 0105 , 3 3 p < 0101 (双尾检验) 。

追求现代生活消费价值观因素得分高者 ,谨慎

消费行为仍多于其他的消费行为类型 ,但随着追求

现代生活消费价值观因素得分增高 ,谨慎型消费行

为和实际型消费行为得分降低 ,流行型消费行为得

分增高 ,攀比型消费行为也略有增加。

消费压力价值观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在四

种消费行为类型上 ,其作用也都是显著的。感受到

消费压力的青少年 ,压力来源于追求流行 ,与同学攀

比。消费压力得分高的人追求流行型消费行为因素

得分也高 ,攀比行为得分也高 ,虽然他们花钱也很谨

慎 ,但他们购物时考虑的不全是商品质量、价格、品

牌这些实际的东西 ,而更多的是考虑商品是否流行 ,

同学有没有这样的物品。

314 消费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习惯是如何形

成的 ? 根据社会化理论 ,青少年的社会化主要有家

庭、同伴和大众媒体 3 个影响源 ,在消费社会化文献

中 3 种占优势的影响因素也是这 3 个[12 ] 。很多研

究者探究了儿童青少年消费社会化的过程和影响因

素 ,如 Bush 等人 (1999) [13 ]发现儿童与父母的沟通 ,

同伴沟通 ,大众媒体 ,性别 ,种族都与儿童对广告的

态度有关。Moore (1976) [14 ]发现青少年的消费社会

化过程涉及大众媒体和人际因素 :亲子沟通、对朋友

的信任和与朋友沟通。Dickerson (2001) [15 ]用父母

- 子女交互作用模型解释青少年消费社会化过程 ,

Flouri 等人 (1999) [16 ]发现同伴影响、父母教导如何

管理钱财 ,青少年对母亲的满意 3 个因素独立影响

青少年的实利的消费观念。Rose (1999) [17 ]在跨文

化背景下 (美国和日本) 检验了消费社会化、父母对

子女发展里程碑的期望和父母 - 子女相互作用的全

面的模式 ,Shim (1996) [18 ]检验了影响青少年消费决

策风格的因素 ,他们都发现同伴、父母、大众媒体、电

视广告和消费教育都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性别、种族

和零花钱也显著与消费决策风格有关。

我们拟检验家庭、同伴和广告及流行潮流对青

少年消费社会化的影响 ,请被试回答 ,在决定购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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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商品时 ,谁的影响力最大 ,结果见表 13。

表 13 购买不同商品时影响消费决策的因素

购买的商品 影响消费决策的因素

自己 家长 同学 广告 流行潮流

学习用品 8115 618 611 115 314

服装鞋帽 4413 3311 519 319 1211

零食 7313 1014 613 712 214

日用品 (洗漱用品) 3214 5016 215 1210 119

课外辅导书 6118 1816 1416 214 119

外出旅游、娱乐 2914 4617 918 817 419

外出就餐 3219 4719 916 418 413

自行车、随身听等 4412 3310 715 614 812

注 :表中数字为百分比。

从表中可以看出 ,北京中学生在消费时独立性

比较强 ,自己独立做决定的比例比较高。父母的影

响也不小 ,除了购买学习用品和课外辅导书 ,购买其

他东西时相当比例的学生听从父母的意见。报告受

同学影响大的被试占的比例较小 ,只有在决定购买

课外辅导书的时候 ,同学的影响比较重要。流行的

潮流在购买服装鞋帽时有一定的影响 ,广告只对购

买洗漱用品和自行车、随身听等产生一定的作用。

由于报告受同学影响的人数比例较小 ,下文不再对

同学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关于同龄人影响的问题

我们今后应进行进一步研究 ,问卷中有关同龄人影

响问题 ,应该使用更加敏感的测题。下文分析家庭

和广告及流行的潮流对青少年消费社会化的作用。

31411 　家庭影响

3141111 　家庭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消费价值观的影

响 　消费社会化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经济地位的儿童

消费模式不同[19 ] 。我们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2
VA)检验了父母不同职业的青少年在消费价值观上

的差异 ,结果在保持勤俭传统因素上未见显著性差

异 ,追求现代生活因素和消费压力上的得分与父亲

的职业有关系 :在追求现代生活因素上 ,得分最低的

是军人、农民和教师的子女 ,得分最高的是公司经

理、工人和职员的子女。在消费压力上得分最高的

是艺员、医生和公司经理的子女 ,农民的子女得分最

低。表 14 描述父亲职业与青少年消费价值观的关

系 ,表 15 是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表 14 父亲不同职业的被试在消费价值观

三因素上的平均得分

父亲职业 消费压力 保持勤俭传统 追求现代生活

艺员 1189 3189 1167

医生 1109 3169 0198

公司经理 1103 3162 1132

军人 0196 3156 0193

公务员 0191 3163 1122

工人 0190 3166 1120

农民 0183 3164 0194

个体 0179 3161 1112

职员 0176 3167 1123

科技人员 0171 3168 1116

教师 0168 3177 0195

总体 0186 3165 1116

表 15 父亲职业对青少年消费价值观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消费价值观因素 方差和　 df 平均方差 F p

消费压力 组间 381261 10 31826 21998 01001

组内 47751022 3741 11276

总 48131283 3751

保持勤俭传统 组间 41313 10 01431 01921 01513

组内 17191309 3670 01468

总 17231622 3680

追求现代生活 组间 491422 10 41942 41945 01000

组内 37431214 3745 11000

总 37921636 3755

　　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 ,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富裕

的孩子 ,因没有能力像那些富裕人家的孩子一样拥

有很多名牌的衣服 ,高级的学习用品和娱乐用品 ,而

感到自己的家庭不如别人 ,在消费压力因素上的得

分可能较高。但调查的结果与我们预想的相反。对

这个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较高的青少年消费水平较高 ,在班级里有着相对较

高的“消费地位”,为了保持这个地位 ,他们必须经常

追随着潮流 ,不断拥有新的名牌或流行的商品 ,因此

他们感到有较大的压力。

Tian , Tepper Kelly 等人 (2001) [20 ]研究了消费

者借助于拥有物质而感到不同于他人 ,试图提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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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自我知觉。他们开发了消费者独特需要特质的

测量 ,将消费者的独特需要定义为 :个人通过获得和

使用商品追求与众不同 ,达到发展并提高个人社会

身份的目的。Tian 等人的“独特需要”和我们的“消

费压力”有某些相似之处 ,我们在后面有关“个人主

义 - 集体主义”的讨论中还要讨论。

3141112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消费价值观上

的差别 　是否独生子女与保持勤俭传统和消费压力

两个因素之间未见显著性关联 ,只有在追求现代生

活因素上 ,独生子女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16

表 16 是否独生子女对青少年消费价值观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消费价值观因素 方差和 df 平均方差 F p

消费压力 组间 41678 1 41678 31636 01057

组内 50181610 3901 11286

总 50231288 3902

保持勤俭传统 组间 01259 1 01259 01554 01457

组内 17921859 3830 01468

总 17931119 3831

追求现代生活 组间 461326 1 461326 461101 01000

组内 39201051 3901 11005

总 39661377 3902

　　典型的美国家庭被描述为以孩子为中心[21 ] ,而

典型的中国家庭被描述为孩子服从父母。当前在中

国普通家庭中儿童地位得到极大提高 ,这个变化是

由于西方的影响还是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目

前的研究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但是独生子

女在家庭中居于中心地位 ,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与

爱护 ,与父母交流更多 ,因而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在

很多方面表现出来[22 ]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

消费价值观上的差异反映了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

女家庭中儿童社会化过程的差异。

3141113 　亲子关系的影响 　Rose (1999) [17 ] ,Carl2
son 和 Grossbart (1988) [23 ] , Carlson 等人 (1992) [24 ]

检验了不同的育儿风格对儿童青少年消费社会化的

影响 ,发现民主的家长鼓励子女独立做出消费决策 ,

控制型的家长也控制子女的消费活动。Moschis 和

Moore (1979) [25 ] ,Dickerson (2001) [17 ]检验了父母 -

子女沟通模式与青少年对广告的认识之间的关系 ,

发现家庭沟通的模式与青少年理解广告、觉察虚假

的广告有关。

在我们的研究中 ,青少年评价的与父母的积极

亲子关系得分与青少年购买服装鞋帽时是否受父母

的影响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 ,但消极亲子关系得分

和亲子冲突得分与青少年购买服装鞋帽时是否听父

母的意见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 ,买服装鞋帽时听家

长意见的青少年 ,消极亲子关系得分和亲子冲突得
分较低。换句话说 ,如果青少年消极亲子关系或/ 和

亲子冲突得分较高 ,父母的意见就较不容易被他们

接受。见表 17 和表 18。

表 17 　青少年购买服装鞋帽时的影响源与亲子关系的关系

购买服装鞋帽 积极亲子关系 消极亲子关系 亲子冲突

时受谁的影响 N M SD N M SD N M SD

自己 1684 6190 2120 1539 3176 2147 1524 20162 10131

家长 1252 6192 2114 1173 3147 2140 1166 20139 10116

同学 228 6154 2101 210 4111 2140 196 21160 10155

广告 145 6188 2127 133 3164 2139 128 22103 11136

潮流 452 6176 2114 428 3194 2142 418 22129 10167

　6 期 石绍华等 :北京中学生的消费价值观与消费行为 62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18 青少年购买服装鞋帽时的影响源与亲子关系的方差分析表

亲子关系 方差和 df 平均方差 F p

积极亲子 组间 361441 4 91110 11947 01100

关系得分 组内 17574124 3756 41679

总 17610168 3760

消极亲子 组间 1301706 4 321676 51519 01000

关系得分 组内 205921757 3478 51921

总 207231463 3482

亲子冲突得分 组间 14871702 4 3711925 31465 01008

组内 3678771105 3427 1071347

总 3693641807 3431

　　今天的儿童青少年消费的自主性强 ,对家庭消

费决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个现象可以用我国改

革开放 20 年来社会经济变化来解释。父母的收入

和教育水平提高 ,他们要孩子较晚 ,只有一个孩子 ,

这些因素使父母更加爱护孩子 ,关注他们的孩子不

缺乏任何东西。解释这个现象的另一个因素是父母

- 孩子关系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的父母 - 子女关

系的模式是父母是权威 ,子女服从父母、尊重父母、

孝敬父母。在今天的家庭中 ,父母的权威地位开始

动摇 ,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理解、平等、沟通、相互

妥协这些民主的家庭关系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接

受。第三个影响因素是许多行销技术 ,例如电视广

告、因特网和电子商场 ,正在逐渐地瞄准儿童青少年

消费者 ,儿童在了解消费信息方面对父母的依赖性

降低 ,可能缩短了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消费社会化

源的时期。

31412 广告及流行潮流的影响 　国内外商家为了

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和购买 ,不断增加他们的广告花

费。1998 年 ,中国超过韩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

第二大广告大国[26 ] ,在世界排在第 9 位[27 ] 。电视

广告发展特别迅速 ,1996 和 1999 之间花费增加 2

倍 ,1999 的广告花费占亚洲的 70 % ( International

ACNielsen Media 2000 ) 。然而 ,从北京青少年报告

的结果看 ,广告对他们的影响作用并不很大。从表

11 我们看到 ,只有在日用品和外出旅游、娱乐两项

上 ,广告对一定比例的被试产生很大的影响。

Moschis 和 Moore (1998) [28 ]的研究发现家庭经

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有较高的能力过滤吹嘘的广

告。Page 和 Ridgway (2001)则 [21 ]提出 ,消费社会化

研究将不同家庭经济地位的儿童消费模式不同归因

于他们不同的消费技能 ,但是 ,儿童的消费环境而不

是缺乏消费技能 ,可以更好地解释儿童消费行为的

差异。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测量 ,问卷

中只有一道同意 - 不同意选题 :“我受广告的影响很
大”。结果发现 ,农民的孩子同意“我受广告影响很

大”的比例显著低于其他职业者的子女 ,这个结果与

Moschis和 Moore 的结果不同 ,支持 Page 和 Ridg2
way 消费环境影响儿童消费行为的结论 ,由于我国

农民家庭购买能力相对较低 ,农民的子女不奢望购

买广告里那些吸引人的商品。见表 19。

表 19 父亲职业与青少年是否受广告很大影响的关系

“我受广告　　　　 父 亲 职 业

影响很大” 工人 农民 公务员 军人 个体 医生 教师 科技人员 职员 艺员 公司经理 总计

不同意 5612 6613 5111 5217 5410 5615 5716 4710 5618 5516 5714 5618

同意 4318 3317 4819 4713 4610 4315 4214 5310 4312 4414 4216 4312

注 :表中数字为百分比 ;χ2检验 p = 01002。

表 20 青少年购买服装鞋帽时影响源与他们的对怪异装扮的态度的关系

对怪异装扮的态度 购买服装鞋帽时影响源

自己 家长 同学 广告 流行的潮流

看不惯 4015 4318 417 418 613

很想模仿 3712 1812 710 411 3315

无所谓 4618 3113 611 314 1214

总体 4416 3315 518 318 1212

注 :表中数字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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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的潮流对青少年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比广

告的作用大 ,尤其对于那些“很想模仿”怪异装扮的

青少年来说 ,流行的趋势对他们的影响更大。见表

20。

31413 　青少年的消费价值观与个人主义 - 集体主

义维度的关系　消费价值观是一个人一般价值观在

消费问题上的反映 ,它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但与一般

价值观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些研究者根据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的理论框

架 ,区分了家庭沟通结构的两个维度 :社会取向 (强

调取悦家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和概念取向 (强调与

概念有关的事物) ,检验不同的家庭沟通模式对青少

年消费社会化的影响[25 , 29 , 30 ] ,结果发现在沟通好

的家庭中 ,儿童青少年的消费行为更加符合社会赞

许的标准。研究表明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消费者优

先关注商品是否有趣 ,是否带来快乐 ,而在集体主义

文化中 ,消费者优先关注的是商品是否实用 [31 ] 。

Cao ( 1997 ) [30 ] 发 现 在 过 去 的 16 年 中

(1979～1995 ) ,中国青少年从实用价值向快乐价值

转移是显著的。研究还表明 ,集体主义文化不鼓励

追求独特 ,而鼓励追求统一和一致[31 ] 。

我们检验了消费观念的三个维度与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的相关 ,这些相关为 :保持勤俭传统因

素得分与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

r = - 0112 ( p = 01000) ,一个人如果在消费价值

观上崇尚保持勤俭传统 ,那么这个人可能倾向于集

体主义价值取向 ;追求现代生活因素得分与个人主

义 - 集体主义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 r = 0127 ( p =

01000) ,在消费价值观上追求现代生活的人 ,可能倾

向于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消费压力因素得分与个

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 r = 0110

( p = 01000) ,体验到高消费压力的人 ,可能有个人

主义价值取向的倾向。

上文谈到 ,在北京青少年中 ,保持勤俭传统的人

也倾向于实际型消费行为 ,这个结果与上述研究的

结论是一致的 ;在亲子关系不够好的家庭中 ,青少年

倾向于追求现代生活 ,消费压力较高 ,而这些都不太

符合社会赞许的标准 ,这与上述研究结果也是一致

的。对于个人主义倾向性较强者是否重视商品的享

受和愉快价值 ,是否倾向于追求独特这两个问题 ,我

们也进行了初步探索 ,发现同意“我购物时注意商店

的气氛”的青少年个人主义倾向显著高于不同意这

个陈述的青少年 ( t 检验 , p = 0102) ;同意“因为别人

没有 ,所以我决定买”的青少年个人主义倾向显著高

于不同意这个陈述的青少年 ( t 检验 , p = 01000) 。

在攀比消费行为中包含了追求独特的动机 ,而追求

独特的消费动机与个人主义价值有关。这些初步结

果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检验。

4 结论

(1)消费价值观包含保持勤俭传统、追求现代生

活和消费压力 3 个因素 ,北京的大多数中学生的消

费价值观是倾向于保持勤俭的传统 ,贫富差距和消

费能力的差距尽管对一部分学生来说 ,成为一种压

力 ,但对大多数中学生来说 ,没有构成压力。

(2)保持勤俭传统消费价值观因素与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负相关 ,即在保持勤俭传统消费价

值观因素上得分高的人 ,在一般价值观上倾向于集

体主义价值取向 ;追求现代生活消费价值观因素与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正相关 ,即在追求现代生

活消费价值观因素上得分高的人 ,可能有个人主义

的价值取向的倾向 ;消费压力因素与个人主义 - 集

体主义量表正相关 ,体验到高消费压力的人 ,也可能

倾向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3)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可分为谨慎型、流行型、

实际型和攀比形 4 种行为类型。北京中学生大多消

费比较谨慎。

(4)消费价值观影响消费行为 ,保持勤俭传统因

素得分高者 ,倾向于表现出谨慎型和实际型消费行

为 ,追求现代生活因素得分高者 ,谨慎消费行为仍多

于其他的消费行为类型 ,但随着追求现代生活消费

价值观因素得分增高 ,攀比型消费行为也略有增加。

消费压力得分高的人追求流行型消费行为和攀比行

为得分也高。

(5)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是否独生子女、广

告和流行的潮流对青少年的消费模式产生复杂的影

响。

进一步的研究应该确定消费价值观与人类的一

般价值观 (human values)的关系 ,区分出一般价值观

对消费价值观的影响哪些是直接的 ,哪些是间接的 ,

间接的影响是通过什么作为中介 ,如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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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ING BEHAVIORS AND VAL UE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

Shi Shaohua , Zheng Gang , Gao Jing , Tang Hong , Chen Yiwen , Yu Jisheng , Zhang Meiling
( Instit ute of Psycholog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consuming behaviors and values of adolescents in Beijing1 Ss 2
were 4193 students (1086 males and 2387 females) from middle school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 at the ages from 13 to

181 The written Questionnai re of Consuming Behaviors ( For Middle School S tudents) was answered by Ss in group1
Three factors were generated from the factor analysis , namely , keeping frugality , pursuing modern trend and consuming

stress1 Most of the Ss tended to keep traditional values of frugality1 The rich - poor gap and consuming capability were

not stressors for the adolescents1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al results , Ss’consuming behavior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basic types , i1e1 , carefully planning , fashion - seeking , practical consuming , and keeping up with peers and seeking

uniqueness1 The first type formed the largest group among the four1 Special relational patterns could be detected between

consuming behaviors and values1
Ss also answered Questionnai re of Parent - A dolescent Relationship and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Scale1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umer socialization , the factors underlining consuming values and behaviors were discussed1
The authors argued specially for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on consuming pat2
terns of adolescents1
Key words 　consuming values , consuming behavior , adolescent , so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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