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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

这一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点，不仅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对大学生的消

费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旨在对大学生消费观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融合

与实践，通过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策略，促进大学生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以适应并推动数字经济时

代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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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wave of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merging and future indust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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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key forces driving social progress. In this context,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point, not only promote the optimiza-
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but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concepts, explore how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or-
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concep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qual-
ity productive forces, education reform, talent cultivation and other strategies, in order to adapt to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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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大学生对于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不仅促进了他们的个人发

展，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方式，

同时也引导他们形成了更加理性和长远的消费观念。 

2. 新质生产力与消费观念的理论诠释 

2.1.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维度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形态，其本质特征在于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的依托性，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引擎，对高校

人才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等都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理论的理解，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提供了更具实践价值。 
第一，从核心动力来看，新质生产力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科技进步为核心动力，这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所在[1]。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经济

社会实现飞速发展，发展动能实现有效提升，这种生产力模式，以创新和人才为核心，为国家科技实力、

全球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从生产依托上来看，新质生产力更加侧重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与形成，这些产

业往往以高科技、低碳环保、人工智能等为特点，强调了产业发展的未来导向[2]。在这种生产依托关系下，

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更能加快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因此市场环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三，从目标导向来看，新质生产力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理论的深化和

丰富[3]。通过促进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新质生产力能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确保市场经济更

加有序。 
从核心动力、生产依托、目标导向三个维度来分析，三者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也从

现实角度说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和实践，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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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学生消费观的研究现状 

消费是贯穿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之一，消费行为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大学生作为时代发展的

晴雨表，大学生的消费观是否理性，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消

费观深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有学者关注到消费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渗透及潜在的消极影响[4]。
当下如何规制青年大学生的消费行为，重塑合理的消费观，是价值观引导过程中重要一环[5]。针对新时代

大学生消费观呈现复杂性、多样性、时代性等特点，容易出现一些错误决策，或对虚拟消费过度依赖[6]。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界开始探索如何重塑大学生的消费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这个社会问题

提供了新的视角。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目标，不仅影响经济结构，也重塑社会消费模式

[7]。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催生新的供给与需求，推动消费升级，为大学生的消费观注入了理性与可

持续性的元素。 

2.3. 新质生产力与消费观念重塑的关系探讨 

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进步与产业转型的交汇点，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经济的肌理，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影响着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大学生消费观。新质生产力在催生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同时，电子商务、

数字支付和网络购物等形式应运而生，切实地改变了社会熟悉的消费方式和形态[8]。大学生群体，作为

数字时代的第一批原住民，他们的消费对象更加多元，逐渐向知识、信息和服务消费转变，体现出对新

经济形态的高度接纳和适应，也进一步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同时，新质生产力的绿色环保、可持

续特性也促使大学生关注环保和可持续消费，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青年大学生不仅要主要培养科技素养，更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理

解消费观的社会与文化内容，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3. 数字经济时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现状分析 

3.1. 消费动机与决策过程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青年一代，他

们的消费观念不仅受制于传统的价值取向，还会被新兴领域所影响。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科技创新改变了信息获取和商品交换的方式，重塑了消费者的决策路径。 
大学生消费者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广告和口碑，而会更加关注大众点评、淘宝等网络平台的用户评

价，小红书、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的个性化推荐。通过这种决策方式，他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做出更为合

理、理性的购买决策(M = f (D, I, P)，其中 M 代表消费决策，D 代表数据驱动，I 代表信息互动，P 代表

个性化)。 
当然，过度依赖数字工具可能导致冲动消费和非必需品的过度购买，比如网络直播、共享单车、二

手交易平台等产业形态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生消费习惯的转变。大学生消费者在享受数字

便利的同时，也可能陷入隐私泄露的风险，消费需更加理性。 
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新的消费形态，共享经济和绿色消费的流行这反映了大学生对资源效率和可持续

性的关注。综合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大学生消费行为，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更加崭新的消费

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和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旨在培养大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既能充分利用新质

生产力带来的便利，又能理智应对潜在的问题，从而实现消费观的健康重塑。 

3.2. 消费满意度与影响因素 

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融合与实践，重塑大学生的消费观，还应探讨消费满意度及其决定因素。消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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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和服务的物质属性，而是演变为一个多元化的概念，涵盖了数字体验、个性化

定制与即时满足感。 
大学生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对平台的易用性(U)、信息的透明度(T)以及交互的个性化(P)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些需求与数字经济提供的可能性紧密相连，如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推荐(R)和人工智能支持的

智能服务(A)。数字媒体和网络社交的影响分析数字经济时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现状分析。 

满意度 = f (U, T, P, R, A) 

消费满意度与数字化环境下的关键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新质生产力，尤其是科技创新，不仅提升

了消费的便利性，还通过个性化推荐和智能服务提升了消费的满意度。然而，过度依赖虚拟消费可能导

致现实生活的疏离感(D)，这可能抵消部分满意度的增益。 

Δ满意度 = 新质生产力效应 − D 

因此，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消费满意度和影响因素也会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如

何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合理利用数字工具，平衡线上与线下生活，成为培养健康的消费观的关键。 

3.3. 数字媒体和网络社交的影响分析 

数字媒体的广泛性、个性化、交互性塑造了大学生对商品和服务的感知方式，而网络社交平台则通

过共享体验和口碑传播，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数字媒体的个性化推荐使得大学生容易陷入信息过载，在不知道如何甄别或如何选择时，会陷

入冲动购物和非理性消费。如直播带货易通过情感共鸣，刺激消费的即时性购买欲望，而忽略了长期的

财务管理。 
F = AI∙Puser + Iinterest 

其中 F 代表推荐的影响力，AI 表示人工智能算法，Puser 代表用户个人偏好，Iinterest 表示用户兴趣信息。 
二是网络社交平台中的新型比较机制。如微信、微博、抖音等虚拟社区，大学生在其中分享消费体

验，容易在网络上形成互相比拼、盲目跟风甚至攀比的消费习惯。线上消费行为可能导致大学生追求符

号价值，为一些虚拟网络形象买单。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不仅在于科技创新带来的便捷支付手段和电子商务平台，更在于它

如何塑造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对于大学生而言，在享受科技带来的购物便利时，也更应用发展的眼光看

问题，学会理性思辨，更加合理地消费。 

4. 新质生产力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影响 

4.1. 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催生了诸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兴产业，这些

便捷的消费方式深刻渗透到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

不仅重塑了消费市场格局，也改变了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与理念。 
数字平台的兴起，大学生消费者可以轻松获得更多消费评价，获取全球商品信息，实现消费视野的

全球化和消费选择的多样化。大同时，AI 智能产品与服务的普及，如 CHATGPT、在线学习资源等平台，

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也为他们追求更加高效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平台[9]。 
产业升级带来了高质量产品的供给，大学生消费者也会侧重关注产品的生命周期和环境影响，倾向

于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品牌和产品。例如共享经济的发展，共享单车、共享住宿等模式降低了大学生消费

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呈现一种更加高效、理性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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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不仅革新了大学生的消费方式，也提升了他们的消费

品质，引导他们形成更为理性和健康的消费观。这一转变不仅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必然趋势，更是新质

生产力对社会文化价值的深层冲击，大学生消费者也必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4.2. 需求创造与个性化消费趋势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还在需求创造与个性化趋势方面引领消费模式的变革。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

科技创新，它不仅提升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消费场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得以精准捕捉和满足。例如，定制化的学习资源、虚拟

现实的游戏体验以及社交消费，这些都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满足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Di = f (Techinnov, Cexp, Social)                            (4-1) 

其中，Di 表示个体 i 的需求，Techinnov 代表技术革新，Cexp 表示消费体验，Social 表示社交因素。新质

生产力通过这三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塑造了大学生的新消费需求。 
新质生产力在加速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使得供给端能够快速响应多

元的消费者需求。如电商平台运用算法推荐，实时调整商品供给，推送大学生的即时兴趣和偏好。这种

动态平衡不仅符合市场规律，也帮助大学生在消费中注重自我表达和价值实现，形成更为年轻的消费趋

势[10]。 

4.3. 创新创业活动在消费观塑造中的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往往反映出对新事物的敏锐度和接纳度。新质生产力鼓励和推

动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在潜移默化中重构他们的消费理念。 
一方面，创新创业活动催生了数字经济业态，如共享经济、直播电商等，这些新兴模式为大学生提

供了多样化的消费选择。通过参与或体验这些新型服务，大学生的消费更加注重个性化、定制化和体验

感，这无疑丰富了他们的消费价值观。 
另一方面，创新创业活动鼓励创新思维和风险承担，这种精神也渗透到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中。他们

更倾向于支持初创企业和创新型产品，这种前瞻性消费不仅体现了对新质生产力的认可，也锻炼了他们

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 
综上所述，创新创业活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前瞻性与知识导向，对大学生消

费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体现为消费行为的变化，更具有价值观的重塑，它引导大学生追求更有价

值、更具创新性的消费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社会变革。 

5. 重塑大学生消费观的策略与建议 

5.1. 高等教育的角色与挑战 

高等教育不仅承载着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培养具备理性与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在新质生产力与大学

生消费观的融合实践中，教育者需充分关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一是教育体系的调整。将数字经济伦理、消费可持续性和个人素养纳入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批

判思考和绿色消费习惯。运用价值排序等手段，教育学生在互动学习中理解消费行为的社会影响。 
二是实践平台的构建。高校应搭建数字化消费教育平台，帮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消费决策的后

果，从而强化理性消费意识。对于教育者来说，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价值的培育者，引导学生

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消费行为，如何在新经济形态下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消费。 
在教育过程，解析新质生产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要防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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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消费文化的侵蚀，通过持续的反思与创新，助力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 

5.2.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教育模式探索 

培养学生的理性消费意识和创新能力过程中，教育模式的创新应与新质生产力的特质相契合。一要

强调科技素养的培养，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学生应及时了解最新的时代特点，掌握科技硬

实力，适应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消费模式变化，不断提升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做出更为科学的消费决策

(E1 = 科技素养 × 决策能力)。二要关注新兴产业的教育融入，鼓励大学生关注和参与如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前沿领域的实践活动，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使得他们在消

费选择上更具前瞻性(E2 = 新兴产业知识 × 实践参与)。三要倡导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培养大学生对可持

续消费的理解与践行。将绿色消费、环保责任等元素融入课程设计，帮助大学生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目标一致的消费价值观(E3 = 绿色消费理念 × 社会责任感)。 
大学生的消费观能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具有前瞻性的新型消费观，

从而在实践中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6. 结语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消费观的重塑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呈现，更是新质生产力与社会实践深度

交融的生动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融合与实践，通过创新力驱动，对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以及大学生群体的

价值导向具有深远影响。 
大学生作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具备个性化体验的追求，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具有强大的探索

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 
当代大学生消费观的重塑，是一个新质生产力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教育体系必须与社

会发展同步，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引导大学生在享受数字便利的同时，树立更加理性的消费理念，推

动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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