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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消费活动日益频

繁，而在这股消费浪潮中，部分大学生出现了诸如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行为。这些不良

的消费习惯与模式，不仅对大学生个人的健康成长构成威胁，也与绿色消费观的培育目标背道而驰。因

此，为了有效引导大学生践行绿色消费理念，需要大学生自身、家庭、高校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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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advo-
cate green consumption,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s and produc-
tion mode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peo-
ple’s living standard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In this wave of 
consumption, some college students have exhibited ir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such as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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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advanced consumption. These unhealthy consumption habits and pat-
terns not only pose a threat to the personal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go against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a green consumption concept. Therefore, to effectively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green consumption, i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m-
selves, their famili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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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财富显著增长，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和思潮的大量涌入，加之经济全

球化的推动，使得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享受，

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消费行为。这些变化在一

些方面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消极影响并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正确消费观的建立，消费主义带来的

幸福和满足忽视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而且一直透支着自然极易造成下一代资源枯竭，人与自然是紧密相

连的生命共同体，其中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基于此，绿色消费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意义重大，它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契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需求，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也为绿色消费观提供了理论基础，指出真正的消费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进步，反对奢侈浪费的虚假消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坚决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秉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原则，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意味着在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我们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来恢复和维护自然的平衡，以确

保可持续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作为特殊消费群体的大学生是新时代的希望，他们的绿色消费消费对

于引导正确消费观，改善消费环境起到积极引领作用。 

2. 绿色消费观的内涵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1]从报告中得知绿色

消费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我国绿色发展的重大举措，树立绿色消费观不但有利

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的健康需要，还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加快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脚步，推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进程。 

2.1. 绿色消费观的内涵 

在马克思看来消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在本质上消费是人的一种能力。“消费者在观念上提出

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

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由此看来消费的发展伴随着社会

发展始终，若没有消费，生产则没有目的，那么社会发展将无法进行，人类的需要将无法满足。在马克

思的理论视野中，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理性消费，必须突破商品逻辑所施加的限制。这一消费模式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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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达成人的自由且全面地发展，同时在消费这一具体过程里，推动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关系朝

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消费行为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特征。当人们进行消费活动时，一方面满足

了自身的个人需求，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持续不断地重塑着个体与社会之间千丝

万缕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消费不应被简单视为一种孤立的经济行为，而应当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个体能够通过消费行为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

确定，展现自身的自由与个性[2]。所以，真正理想的消费模式，应当是既能有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又能推动社会整体实现进步的，通过合理、健康的消费行为，构建起个人与社会的美好生活，最终实现

个人自由且全面地发展。马克思将人的需求是否满足视为判定社会是否进步以及自由和平的标准，所以

当今要鼓励合理消费，反对奢侈和浪费的虚假消费。 
消费观是引导人们消费的一种价值观念，是消费主体对消费品的价值选择及消费态度；个体与群体

的消费观也存在着差异，这主要取决于消费主体的性别。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满足和需要进行着质的变

革，消费观念也随之发展。近年来，自然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及能源资源的日益枯竭等

一系列危机事件，已经对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些事件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

平衡，也严重降低了人类的生活质量，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进步。面对这样的形势，推动绿色发展

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认识，而绿色消费观的兴起，正是这一共识驱动下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绿色消费

观，也被称为生态消费观或可持续消费观，其核心理念在于维护生态环境，并着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这一观念是在消费驱动型经济背景下提出的，旨在促进绿色和谐的消费方式。关于绿色消费观的

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是倡导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
是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

现可持续消费;三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符合‘三 E’和‘三 R’，即：

经济实惠(Economic)，生态效益(Ecological)，符合平等、人道(Equitable)，减少非必要的消费(Reduce)，重

复使用(Reuse)和再生利用(Recycle)”[3]。绿色消费观明确了消费对象的选择标准，提供了解决消费附带

问题的方法，并指导消费者如何选择更有利于环境的消费环境。在理念的进一步了解下可以看出绿色消

费观是理性消费观更深层次的体现，传统消费模式往往以单纯满足人类需求为核心，不论这些需求是否

合理、适度，也不顾及它们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绿色消费观则截然不同，它以满足

人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同时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根本宗旨，这一观念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其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完美契合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求和实践导

向。 

2.2. 绿色消费观的意义 

绿色消费观强调消费活动需与自然承载力相协调，不仅提倡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还着重于资源

的循环利用与持续发展，这种消费模式不仅有助于塑造科学的生活方式，还能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推

动社会生态的健康发展。推广绿色消费观，将有效转变大学生的传统消费观念，防止非理性消费对价值

观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帮助他们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消费观念。新

时代青年承担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责任，其思想道德、精神面貌以及价值观念会极大的影响到中国

未来的发展，大学生树立绿色消费观，对于引领和改变社会传统消费模式具有显著的正面榜样作用。 
首先，绿色消费观具有深远的导向作用，它能够引领大学生树立起一种既健康又科学的消费理念，

塑造科学的生活方式。绿色消费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消费行为本身，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责任

感与担当。在当前社会，消费异化现象日益明显，人们往往容易陷入盲目消费与过度消费的陷阱，而绿

色消费观则强调适度消费的原则，它能够帮助大学生培养起一种理性的消费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消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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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手段，更是一种对社会、对环境的负责。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大学生会自觉地

践行绿色消费，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进一步避免浪费，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

进一步营造绿色宜居的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推动经济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其次，绿色消费观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绿色消费观倡导资源的节约与

循环利用，这与新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不谋而合。在这个资源日益紧张、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时代，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而绿色消费观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如今，绿

色消费观已经逐渐成为未来消费方式的主流趋势，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未来栋梁，他们的消费观念的形成

与转变对于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未来发展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培养绿色消费观，大学生

不仅能够为自身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自身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与升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尚，引领和改变社会传统消费模式发挥积极的榜样作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进程。 

3. 大学生消费行为现状 

基于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现状的了解，我们一共发放了 30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276 份。问卷显

示 76%大学生认为生活费刚好够用，15%大学生则认为生活费偏低，关于消费主要来源 92%的大学生来

自于父母定期转账，靠自己打工挣取的仅占 3%，由此看来大多数大学生每月消费金额是固定不变的，且

大部分学生经济来源都是父母提供；关于消费观形成的主要因素，47%的大学生认为受到大众媒体影响，

父母影响则占比 43%，由此可见在大学生消费观的形成过程中父母和媒体引导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中经常选择信用卡或者花呗去超前消费的大学生占比 17%，8%的学生表示偶尔会透支消费，30%

的学生表示偶尔追求名牌与奢侈品，经常购买奢侈品的同学则占比 18%，线上线下经常购物的同学占比

26%，其中 62%的同学表示偶尔购买，这些数据表明在大学生消费群体中非理性消费是存在的，深度剖

析大学生非理性行为现状对于培育大学生绿色消费具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花钱方式 66%的大学生选择一边花一边打算，全部计划好再消费的同学仅占比 4%，则说明大部

分学生对于消费行为并没有合理规划；72%大学生表示学校从未开展过消费教育课程也并未指导，50%的

学生对于绿色消费仅仅停留在听说过，其中不了解绿色消费的学生占比 31%，这些数据体现大学生群体

对于绿色消费的认识还很浅显且校园对于绿色消费教育的重视度也并不高，培育大学生绿色消费为刻不

容缓。 

4. 大学生消费现状分析 

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大规模的消费行为也暗示着经济的繁荣发展。现如今全球市场经济受

资本主义市场渗透较为明显，在消费思潮的影响下大学生的非理性消费情况较为明显，学生的消费行为

也进一步体现了其消费思想，大学生步入高校之后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性，生活费任由个人自由支出；

学生本身又缺乏消费认知理念，容易受消费陷阱的影响；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及自己真正需求，只想

去占有；这样的心理导致部分学生失去了主观能动性从而出现消费异化现象具体表现为炫耀型消费和超

前消费，只有了解到不良消费的现状才可以进一步去促进大学生绿色消费。 

4.1. 以追求虚荣为主的炫耀型消费 

大学中轻松自主的生活氛围与过去高压式学习氛围完全相反，学生们所接触的事物变得更多样化；

同时所带来了病态式迎合心理即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实质是商家通过制造话题吸引消费者过度追

求的心理，从而获得超额利润。部分大学生心智不成熟，大学生群体社会实践经验少，对不良消费思想

和价值观缺乏辨别能力和抵御能力，为了满足自尊心与别人攀比而不去考虑自身家庭经济状况。学生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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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追逐商家推出的各种“明星代言”“限量版”的商品，把对奢侈品的占有与更换作为身份象征，将品

牌认为是高质量生活的体现，追求品牌效应而不考虑性价比；大量的广告、杂志和电影中所展现的光鲜

亮丽的物质生活，往往让大学生误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应该如此奢华。这种持续的刺激导致许多学生过度

放纵，难以辨识自己真正的需求。随着对物质产品不断占有的欲望日益膨胀，他们的消费变得永无止境，

进而扭曲了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使他们陷入了为消费而消费、为享受而享受的误区。这种行为模式无

疑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的浪费，与绿色消费的理念背道而驰。 

4.2. 以借贷消费为主的超前消费 

部分大学生家庭属于中等收入水平，所以每月的生活费在不满足心理的诱惑下是远远不够的，而如

今社会中一些早买早享受、及时行乐的观念也掀起一些风浪；以借贷消费为主的超前消费观念在大学生

群体中更易受到追捧，越来越多大学生热衷于超前消费。部分非法借贷软件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超前

消费的趋势。在这其中，一些大学生由于缺乏理财意识、危机意识，以及对金钱数量的明确概念，往往

在使用数字货币进行支付时，容易陷入超额消费的困境；借贷广告与分期付款的短信使得大学生一时冲

动去靠借债维持远超自身消费能力的超前消费[4]。大学生若沉迷于超前消费，往往会导致生活费在月初

便迅速耗尽的困境。为维持日常开销，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同学借款或依赖信用卡透支，而到了下个月，

新到的生活费又需用于填补上月的财务窟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更为严峻的是，部分大学生可能求助

于金融机构贷款，却因无力偿还而陷入“裸贷”等非法借贷的泥潭，不仅人格尊严受损，甚至面临人身

安全的威胁。更有甚者，为迅速获取金钱，不惜违法参与刷单、洗钱，或出卖地理信息、军队照片等敏感

资料，这些行为无疑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后果。 

4.3. 以物质占有为主的盲目消费 

大众媒介过度宣传是影响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直接动因，学生很容易受到诱导，进行盲目消费。

不同于真正的需求消费，盲目消费放大了物质占有的满足感，一切消费以自身快乐为主追求自由消费，

认为只要占有就会拥有的幸福生活，并不会去考虑实用性与自身需求。一些大学生追求自由消费，缺乏

理财知识，花钱方式更是选择一边花一边打算；同时直播卖货的风潮使大学生的消费渠道拓宽，消费从

线下发展到线上并且许多购物软件经常性推出促销活动，发放优惠券或商品直接折扣吸引学生购物，有

些软件还会提前发送短信提醒活动时间。除此之外，商品的大量推广让大学生不经意间被种草从而疯狂

下单，盲目购买时在意的仅仅是商品带来的噱头而不是考虑使用价值，清醒后商品又被搁置，造成一些

资源浪费，这明显与绿色消费观相脱节。 

5. 大学生绿色消费观的培育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也是未来中国责任

担当者。当代大学生在消费观上存在的问题也提醒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培育大学生正确消费观的方法。大

学生不但要改正不理性消费的行为习惯，还要走向绿色消费的健康道路。因此，为了确保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需要大学生自身、家庭、高校以及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大学生在消费行为上存在的显著

问题，积极倡导并引导学生践行绿色消费，从而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5.1. 高校开展消费教育、培育正确观念 

高校教育是学生健康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教师引导也是大学生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一课，强化高

校绿色教育是推动绿色消费必不可少的环节；高校应当积极发挥导向作用，为大学生提供绿色消费平台，

让绿色消费理念在大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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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校应当致力于构建以校园消费文化为主题的教育环境，逐步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体

系。通过教育引导，使大学生树立起合理的绿色消费观念，进而培养他们良好的消费心理与行为习惯。

以往的教学中大多数以应试教育为主，步入大学后也仅仅是经济学类专业有相关课程，其他专业学生很

少接触到系统消费课程。学校可以开展相关的选修课程，以更加系统全面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到消费异化

现象所蕴藏的危害，从而对异化行为保持警惕；利用校园广播、校园公众号、班级宣讲会等渠道传播绿

色消费理念让大学生有机会学习绿色消费理论知识，从而纠正日常错误的消费行为。 
第二、高校还可以将消费思想扩展到思政课上，系统传授消费知识，教师可利用社会热点事件进行

探讨，引导学生从现实角度审视消费异化行为的危害，及时引导正确消费；同时可以组织开展一些关于

绿色消费思想的主题班会，引导大学生树立绿色消费意识，掌握相关的消费知识，之后循序渐进引导大

学生理财，合理规划消费行为，进一步落实绿色消费。教师还应密切关注学生群体的消费现状，对过度

消费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第三、意识教育对大学生培育绿色消费观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具体实践中落实观念；环境能够潜

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认知，营造校内绿色消费氛围也必不可少。高校可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们亲

身实践从而践行绿色消费观，逐步转变原有的消费观念。例如，支持校内地摊活动或开发校内二手市场

小程序，解决毕业季物品去留问题，实现物品循环利用，从而达到绿色消费；学校还可以开展绿色主题

活动如通过宿舍用品简洁情况、学生出行公共交通工具扣费记录、宿舍水电用度记录等等评选绿色消费

的榜样人物和或集体，利用大学生从众的心理，促使他们绿色消费；鼓励校内商家购进绿色产品以供大

学生消费。 

5.2. 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打造绿色环境 

社会环境对于大学生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约束作用，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营造

绿色消费氛围。 
首先、理性消费是绿色消费的必要前提，虚拟消费不断侵蚀受众的心灵，政府作为外部规制的“第

一道防线”须加大监管力度和执法力度，构建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做好普法工作，严厉打击和处罚网

络非法借贷平台，引导大学生合理规范自身的消费需求；依法对商品生产销售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管，严

格控制不符合标准的产品，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商家利用消费心理变相开展营销、谋取不正当利益，

生产商应积极响应政策生产绿色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政府不仅仅要规范实体店市场，还要监督线上

直播平台，确保商品宣传不夸大商品实用性，不隐瞒商品材质，为绿色消费行为铺垫坚实基础。 
其次、新媒体时代下知识传播尤为迅速，这为政府实行绿色消费观传播提供了有力平台，有利于实

现绿色消费理念传播的全民化。在媒体传播中加强对“环境标志”的宣传普及引导社会大众绿色消费行

为，以社会绿色消费来带动校园绿色消费行为；同时严厉打击与绿色消费观念相违背行为，禁止攀比炫

富的不良消费观念，规范网络环境，积极倡导国家所要求的绿色理念，对于网络极简主义，环保生活博

主给予热度支持，推动网络绿色理念风气形成。 
最后，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来激励绿色产品的生产，以此增加市场上绿色产品的供应量，并

提升绿色产品的标准，设定更高的标准不仅会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社会更加重视绿色产品，同时也

会增强人们对环境保护紧迫性的认识，进而促使其改变自身不合理的消费行为。 

5.3. 家长以身作则、积极引导绿色消费 

家长对子女消费观念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高考之后在外读书的大学生占比很高，父母无法得知

其日常生活状况，出于对子女的亲情和关爱，即使子女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也会尽可能地予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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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放纵。家长应加强与子女的沟通引导，了解子女的信贷情况，如有异样应及时进行合理解决与引导，

避免大学生在无能力还款时出现非法借贷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

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5]”父母长辈在日常生活中要厉行节约，不铺张浪费，

有固定家庭理财计划，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引导他们积极践行绿色消费，例如购买绿色产品，

家里物品循环使用[6]。家长在生活场景中以身作则，积极践行绿色消费，其良好的消费习惯会成为孩子

的行为导向，当子女在大学独立生活时，会更倾向于遵循从家庭中所学到的消费方式，将绿色消费理念

融入日常生活中，同时父母在为子女提供生活费时可以按月提供或者按周提供，这样有助于防止学生出

现不良消费行为，从而促进绿色消费。 

5.4. 朋辈互助、践行绿色消费 

大学生不仅要了解绿色消费观，更需将观念与行动结合起来，积极践行绿色消费，在实践中进一步

深刻认识到绿色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时个人行为约束需要顽强的意志力与拒绝诱惑的决心，朋

辈间的互助能够形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力量，共同推动绿色消费的普及和实践,对于践行绿色消费行为的效

用会大幅度提高。 
朋辈间可以直接分享自己践行绿色消费的具体做法和成效，如减少一次性用品、介绍选择环保产品

的技巧、挑选具有环保标识的商品，通过分享各自的实践心得、购物技巧、环保产品推荐等，可以帮助

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绿色消费的理念和方法，提高践行的效率和效果,激发对绿色消费理念的了解和兴

趣。朋辈间可以相互监督和鼓励对方践行绿色消费，形成良好的绿色消费氛围，当朋辈中有人在绿色消

费方面做得好时，给予赞扬和肯定，对于需要改进的地方建设性地提出建议，朋辈间的互助有助于形成

一种积极向上的绿色消费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践行绿色消费被视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从而吸引更多人

加入其中，形成良性循环。线上朋辈社群之间可以推动绿色消费活动，以社区为单位青年志愿者们自发

组织一起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如植树造林、海滩清洁、垃圾分类等，通过实际行动感受环保的重要性，

并将这种感受转化为对绿色消费理念的支持和践行，通过这些方式，朋辈间可以有效传播绿色消费理念，

共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践行绿色消费需要持续的毅力，在面对诱惑时个人很容易摇摆

不定，朋辈互助可以为彼此给予帮助和提醒，从而坚持绿色消费行为。 
综上所述，绿色消费观代表了当代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更为理性的消费理念，它不仅与当前的社

会发展趋势相契合，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步伐。对于大学生来说，树立绿色消费观念是一

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样，培养绿色消费习惯也需要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开始，逐步积累。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恰当的培育路径对于引导大学生实践绿色消费观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通过这些路径，可以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绿色消费的认同感和实践意愿，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潮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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