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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商消费行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作为

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发展的青年群体，大学生也成为了电商市场下的消费主力军之一。本研究聚焦于大

学生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消费行为，分析发现大学生的电商消费行为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超前

消费、成瘾型消费、盲目跟风型消费等过度消费行为。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

通过提供个案服务、小组服务以及多层面的综合性服务，帮助大学生走出过度消费的困境、树立科学合

理的消费理念与行为方式从而促进电商消费环境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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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mmerce industry, the e-commerce consumption 
behavior has become an inseparable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As a youth group that grow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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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s in the Internet era, college students have also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onsumer forces in 
the e-commerce marke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e-commerce environment.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college students’ e-commerce consumption be-
havior has certain rationality, but there are also excessive consumption behaviors such as over-
consumption, addictive consumption and blindly following the tren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school social work. By providing case services, group services 
and multi-facete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it helps college students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exces-
sive consumption, establis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nsumption concepts and behavior patterns, 
and promote the st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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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也正蒸蒸日上。在社会

的诸多领域与生活生产中，电子商务逐渐凸显出重要作用。其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较为紧密的便

是电子商务购物行为。电子商务以其开放性、低成本、便捷性等优势吸引着众多消费者进行购物与消费，

也受到了大学生群体的喜爱[1]。教育部于 2024 年 3 月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指出，2023 年我国各种形

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 4763.19 万人，比上一年增加 108.11 万人，增长 2.32% [2]。同时，《第 53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其中 20~29 年

龄段的网民占比达 13.7% [3]。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巨大且大学生的各种

网络活动与行为逐渐增加，其中一项便是网络消费行为。 
在电子商务的大环境下，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其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与此同时，

电子商务的特性加之大学生的自身特点使其电商消费的行为特征凸显。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的“过

度消费”行为，即消费支出超出自身合理的支付能力、消费内容不符合或者远离自身实际需要[4]。显然，

过度的电子商务消费行为对于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以及网络消费环境起着不良影响，应及时给予正向引导

使其建立理性消费观从而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氛围。 
专业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服务理念，运用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当前的

困难、促进其实现自我转变进而不断完善自身。作为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之一，学校社会工作则将专业

方法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结合，以助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因此，针对电商中的大学生过度

消费现象，学校社会工作能够有效帮助其减少不良消费行为，建设积极理性的消费心理进而协助维护健

康的大学生电商消费环境。 

2. 电子商务发展态势及大学生消费现状 

2.1. 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概述 

电子商务自兴起以来，其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商务模式日益多元、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而逐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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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消费者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2023 年，我国全年网上零售额为 15.42 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0%，连续 11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5]。可见，人们的电商消费活动频率

与消费金额日益增多，成为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2. 电子商务环境下大学生的消费现状 

大学生群体的思维广阔开放、个性多元，能够迅速适应周围环境的改变、勇于尝试与接受新生事物。

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已不满足于传统的线下消费方式而转向网络购物，如在京东、淘宝、拼

多多等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消费活动，其基本的电商购物步骤主要包括：产生购买需求、浏览与搜索商品

信息、对商品进行对比评估、选定商品并进行购买、使用商品并进行评价。《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

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90 后”、“00 后”群体的网络购物使用率分别达到 95.1%、88.5%，并且在国

货消费、智能消费、个性化消费等数字消费领域较为活跃[6]。由此说明，大学生群体已成为电商消费的

主力军之一，其消费观念与行为对电子商务的市场环境与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 电子商务环境下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特征 

3.1. 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又称合理消费、适度消费，通常指消费者在自身的适度支付能力范围内，根据自身的实际

需要对商品或服务进行购买。一些大学生具备理性思考能力，能够对事物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与评估。

他们切实感受到了电子商务平台跨越空间限制、其商品种类多样与价格优惠的特性，认为这更能满足自

身的个性化需求。因此，该群体乐于在各大电商平台进行消费活动。然而，大学生们也了解电商平台的

缺陷，如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维权困难情况等。同时，大学生们树立了一定的理性消费观念。综上，

大学生在电商市场购物时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冷静，对不同消费网站内的商品进行综合评估并购买贴

合自身实际需要的商品，从而充分享受电商消费带来的益处并尽量避免其劣势。 

3.2. 过度消费 

3.2.1. 超前消费 
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提前预支未来的收入以满足当下消费需求的行为即是超前消费。而在电商环

境下，很多网站或平台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便选择推出分期付款或先用后付策略，引导消费者进行超前

消费。毋庸置疑，超前消费对于个人福利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一些消费

群体，如经济能力薄弱且消费观不成熟的大学生来说，超前消费很可能影响其消费理念从而产生消费结

构混乱、后续付款压力沉重等问题。为了迫切满足当下对某些商品的购买欲，部分冲动的大学生甚至会

向借贷平台进行贷款从而陷入无止境的“借贷还贷”深渊。这些大学生在难以承担巨额欠款、愧对亲人

与朋友的双重压力下容易走向自杀的不归途。可见，这种不良的超前消费行为轻则使得大学生形成扭曲

的消费观，重则危害其生命健康。 

3.2.2. 成瘾型消费 
网络成瘾型消费行为可定义为通过重复进行网络购物而形成的慢性或周期性迷恋，从而对网络购物

产生生理与心理上的过度依赖与无法自控[7]。大学生群体还处于人生成长发展的重要阶段，尚未成熟的

消费观以及复杂多变的外部因素都在影响着其消费行为，甚至导致其出现购物成瘾行为。一方面，在当

前流行电商消费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商品、刺激消费的宣传语与营销手段遍布于购物网站或软件。一些

大学生会在不经意间进入电商平台进行浏览从而进行不必要的消费活动。长此以往，他们的网络消费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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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便会不断提高，进而形成对网络购物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大学生出现成瘾型消费的原因可能是为

了缓解自身的各种情绪压力。例如，当他们面对家庭、学业、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压力时，反复浏览购物

网站并强迫自身消费的行为所带来的快感能够暂时缓解其紧张与焦虑情绪。一旦这些大学生的购物行为

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便会再次被不安、焦虑、迷茫等情绪包围，这不仅会危害其正常的学习与生活，还

可能导致心理疾病的产生。 

3.2.3. 过度囤货型消费 
过度囤货型消费也是大学生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之一，即疯狂储存商品的消费行为。如今，电子商务

的快速发展使得囤货消费更加普遍和便捷。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商品供大学生选择，

使其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想要储存的商品进行购买；另一方面，电商平台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吸引大学生

进行消费，如“6.18 购物节”、“双十一”、“双十二”等。在这些活动的刺激下，不少大学生会购买大

量商品进行囤货。这种囤货行为主要源于三点原因：一是追求廉价心理，部分大学生在进行电商消费时

过于注重商品价格是否廉价、优惠，缺乏对商品是否符合自身真实需求以及品质是否有保障等方面的考

虑与判断。二是盲从心理，如一些大学生在购物时容易听信电商主播或售卖店铺的宣传与推荐从而购买

脱离实际需要或是质量堪忧的商品；三是对于某类商品的偏爱，有些大学生热衷于大量购买如手办、模

型、化妆品等特定类别的商品，但这种对商品的偏向性选择可能难以长期维系，导致后续的长期闲置。

由此，电子商务中的过度囤货型消费带给大学生的是资源上的浪费与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3.2.4. 盲目跟风型消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生群体并没有真正接触社会，难以抵抗社会上的诸多诱惑并容易受到周围

他人的影响，从而产生盲目跟风型消费行为，即不加思考地跟随他人购买商品的行为。首先，当前电商

平台与社交媒体充斥了各类商品代言广告，一些大学生容易受到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的影响，盲目购

买他们所代言或推荐购买的商品。其次，部分大学生存在炫耀心理，他们盲目追求时尚、潮流或品牌只

是为了在同龄人面前展现优越感。常见的一种炫耀行为便是当购买了某些知名品牌的商品后在社交平台

发布相应的照片以及炫耀性文案，如“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我的……是真的”。最后，从众与

攀比心理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当他们看到身边有朋友、同学购买了某商品时便会在电子商务平

台购买同款。综上可知，大学生的盲目跟风型消费受到其自身的心理发展、网络媒体与电商环境等因素

的共同影响，而这种过度消费行为会造成金钱与商品的双重浪费并危害大学生的健康消费观念。 

4. 学校社会工作对大学生过度的电商消费行为的介入策略 

高校是大学生群体在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对大学生身心的成熟发展与帮助其完成社会化起

着重要作用。因此，在高校中开展学校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大学生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过度消

费行为，学校社会工作可从个案、小组、社区三大工作方法进行介入，并以个案服务、小组服务、综合性

服务三项具体工作形式进行呈现。在介入过程中，学校社会工作应当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发挥出预防

性、补救性、发展性三方面的功能来帮助大学生减少消费偏差行为，建立合理的消费观与消费习惯进而

维护与促进大学生电商消费环境的良性发展。 

4.1. 提供个案服务 

在学校社会工作中，个案服务即以个别化方式为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支持与帮助。针对电子商务中存

在过度消费行为的大学生，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此项服务帮助其转变消费习惯，具体开展流程如下：第

一，与大学生本人进行面谈，此时社会工作者要运用接纳、非批判等原则以及同理心、尊重等技巧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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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掌握其基本的信息资料，尤其着重了解其消费观以及日常消费习惯。第二，对学

生存在的过度消费行为进行预估，并与该学生共同确定服务的目标与计划进而达成服务协议。第三，社

会工作者可根据学生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原因选择对应的社会工作理论进行介入，例如，学生存在盲

目跟风型消费行为的原因在于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获得他人对自身的认同感，那么便可以 ABC
理论为依据，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在心理层面改变其非理性信念进而使其减少过度消费的行为。第四，当

学生产生不合理消费行为的原因与家庭相关时，除了直接对学生本人进行介入以外，社工还需进行间接

介入，如与其亲人沟通从而了解该家庭的基本情况，并争取取得亲人对该学生的教育重视与情绪谅解，

使亲人能够与社工合作共同帮助学生逐步建立健康消费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第五，当过度的消

费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日常生活时，社工应联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与相关专业医生

共同评估其心理状况从而制定具体的治疗方案。第六，在服务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通过社交媒体交流、

电话联系、见面等方式进行跟进，了解学生的改善效果并询问其近期遇到的相关问题，从而巩固学生的

转变效果。 

4.2. 提供小组服务 

小组服务也是改善与预防大学生过度消费行为的策略之一，即招募存在不良消费行为或是有培养理

财能力、建立理性消费习惯的需求的大学生，以小组的形式提供专业服务。具体而言，小组服务帮助大

学生摆脱不合理消费行为的做法包括：第一，组织小组成员观看非理性消费的相关视频、分享和交流自

身的非理性消费经历与困扰从而使其意识到非理性消费的产生原因以及带来的危害。第二，向小组成员

科普理性的消费观念、情绪处理的相关知识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引导其建立合理的消费理念与情绪管

理观念，缓解当前源于非理性消费的心理压力。第三，向小组成员介绍理性消费的具体方法：制定购物

清单并说明对商品的购买原因、判断商品价格是否超出自身的支付能力、写下每一笔购物开支以及当时

的购物感受、在购买后记录对商品的使用体验并通过与之前的购买原因的对比从而评估该商品是否符合

实际购买需求。同时，要求小组成员按照上述方法记录每月的消费情况并在之后的小组活动中进行分享，

通过这种小组监督的方式减少其不良消费行为。第四，邀请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为小组成员介绍情绪管

理的技巧与方法，培养小组成员的科学管理情绪的能力从而降低依赖电商消费宣泄情绪压力的行为频率。

第五，鼓励小组成员分享平时的兴趣爱好以及该爱好带给自己的益处，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激发成员们

的新兴趣从而使他们将注意力从各大购物平台转移到自我发展上。 

4.3. 提供综合性服务 

高校中的综合性服务即社会工作通过连接资源、联动相关部门从多层面为大学生提供相应服务。对

于存在过度的电商消费行为的大学生，高校社会工作可从学生、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提供帮助或

对策建议以促进其消费行为的积极转变。 
在学生层面，大学生自身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并提升自我约束的能力。一方面，大学生应当积极

主动学习电商消费的相关内容、基本的消费心理知识与理财知识，在思想上建立合理消费观并在行为上

加强自我约束，在实际购物活动中时刻保持理性；另一方面，大学生可通过阅读经典书籍、了解历史人

物与故事、参加传统文化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学习传统美德，增强勤俭节约意识。 
在家庭层面，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引导。一方面，家长可通过语言教育、以身作则、帮助孩子培养

储蓄意识等做法引导孩子树立健康消费观；另一方面，家长应增进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关心孩子近期

在学习与生活上是否存在问题或困扰并给予相应的支持与帮助从而缓解孩子的心理压力。 
在学校层面，加强理财教育并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联动学校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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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开设理财知识讲座，引导大学生培养科学的理财方法与消费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

比赛与社团活动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这不仅能减少该群体对电商购物的过度关注，还能使其在参加

活动过程中获得认同感进而促进其积极的心理发展。 
在社会层面，加强建设健康的电商消费市场。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向政府建议完善对电商消费市

场的法律法规建设从而促进电商市场的良性运行；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还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加强对

理性消费观念的宣传与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合理消费意识。 

5. 结语 

如今，电子商务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经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电子商务更加

开放且价格相对低廉，给大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优惠，因此他们乐于进行电商消费；另一方面，大

学生群体的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容易受到他人以及各种营销手段的影响而出现过度消费行为。 
学校社会工作具备独特的专业优势，能够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协助其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促进

该群体的正向成长。因此，对于存在过度电商消费行为的大学生，学校社会工作可提供个案服务、小组

服务以及包含学生、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的综合性服务，全方位协助大学生减轻过度消费行为，

建立科学的消费观与消费习惯进而保障健康、和谐的大学生电商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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