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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钱观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观念及行为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并最

终影响其综合价值信仰体系。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大学生的金钱观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因而,培养当代大学生正向的价值信仰是保持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大学生,通过实证

研究该群体受西方金钱观影响的现状,进而促进该群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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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values, the concept of money has a direct guiding role in the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ultimately affects their comprehensive value belief system. In 

today's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money i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Therefore, cultivating the positive value belief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group's influence by Western money views and then promotes the group's re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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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特殊的消费群

体,其消费观念的塑造和培养直接影响着他们三观的形成与发

展。而西方金钱观作为外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对金钱的认知、使用和获取。因而,树立科

学的金钱观不仅是大学生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做出理智决定的实

际需要,而且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消费环境,同时更有助

于唤醒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

传播。 

1 金钱观与西方金钱观 

至今许多学者从多种视角阐述金钱观定义。从经济学角度,

金钱观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货币的使用、储蓄、投资和消费的态

度和行为方式(陈志刚,2018)。从心理学角度,金钱观是指个体

或群体对金钱的心理需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马颖乐,2015)。

从社会学角度,金钱观是指个体或群体对金钱的社会地位、权力

和影响力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任俊峰,2014)。因而,金钱

观是某个体或群体基于一定文化基础而形成的对金钱的认识、

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内在心理认知、外在行为方式与深层文化动

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金钱观念在西方伴随着历史与社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的变

迁,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的推动,金钱与物质成

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王志刚(2009)提出西方金钱观经历

了以快乐为目的追求金钱的早期阶段、把经济带来的利益看作

是罪恶的中世纪时期和推崇金钱、因渴望而不择手段获取金钱

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 

2 研究假设与问题 

既有金钱观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不同群体的当下金钱观现状

的探讨,落实于正向金钱观的培育。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基于

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既有观念造

成的冲击,聚焦于以实证研究的形式探讨西方金钱观对当代大

学生消费产生的具体影响特征。 

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以及个案访

谈法等对不同地区的高校学生展开调研,以探究西方金钱观是

否对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产生影响和影响程度,并为正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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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国的大学生群体、培育该群体正向的金钱观提供借鉴。 

3 研究过程及发现 

3.1调查情况 

本论文数据来源于本团队发布的“西方金钱观对大学生的

影响”调查问卷结果以及个人访谈的收集结果。从样本代表性

与广泛性出发,本次调查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样本覆

盖33个省级行政区,采用随机的方式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534

份,回收534份,其中有效问卷523份,有效率为97.94%。根据SPSS

分析的结果,该问卷信度为0.84。我们通过个人访谈的形式,于

天津商业大学进行实地访问,对其他地区高校进行线上采访。 

3.2调查结果及分析 

基于调查,本文将此次调研结果体现出的当代中国大学生

金钱观的现状归纳为四点： 

3.2.1对金钱缺乏理性的认知 

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的文化多元性也随之增强。发展

中国家的部分消费者,特别是新兴消费市场中的年轻人,受西方

金钱观的影响,越来越看重金钱的重要性,模糊甚至倒置在金钱

这一问题上的主客体认知。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

用钱解决。”的问题,70.24%的大学生选择了符合或非常符

合,15.17%的大学生选择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无独有偶,在“当

他人询问我的人生追求或梦想,我会直接回答：我希望有钱。”

这个问题下,61.00%的大学生选择了符合或非常符合,22.92%的

大学生选择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以上的调研结果说明大部分

大学生受到西方金钱观的影响,不再认同中国传统金钱观的观

点之一：金钱不只是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与工具,而是将金钱放

于较高地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对物质利益本身的追求与渴望,

对金钱的追求已经成为目的,并且对金钱缺乏理性的认知,不懂

得如何理性看待金钱。 

3.2.2渴望经济独立 

当提出“成年后,经济上应当尽量脱离父母的支持,自给自

足。”问题时,80.69%的大学生选择符合或非常符合,仅有7.74%

的大学生选择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不难看出,很大一部分大学

生都认为成年以后应该经济独立。但事实上,从我们的个人访谈

中,当提到“怎么样看待‘在学生时代,获得来自父母的生活费

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个观点”时,有同学回答：“这种情况在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很普遍,大部分大学生的主要或全部经济来

源都是父母,并且我本人也比较认同。”当代大学生主观上认为

成年后应当经济自立,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金钱观的影响——

西方家庭注重培养孩子自给自足的能力以及认知,以至于西方

的青少年在成年后讲求经济独立,大部分西方社会的大学生都

会打工赚取甚至申请助学贷款获得学杂费,不会完全依赖家庭

的支持。从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以及其情感需求分析,价值观上

对于经济独立的认同以及主观情感上对于自尊以及自由的向往

与现实的反差很可能对该群体造成心理上的困扰与纠结,甚至

造成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 

3.2.3消费主义思潮对金钱使用产生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发展等多方影响下,消费主义思

潮对中国人民的思想、生活等多方面产生了影响。中国大学生

走在思想革新的前沿,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更容易被消费主义

裹挟。从调查数据来看,冲动消费是大学生群体消费决策的一大

鲜明特点：当提到“虽然一件商品的实际价格高于我所认为的

商品价值,但我喜欢,还是会买。”这一购物理念时,有43.80%的

大学生选择了非常符合或符合,选择不能确定的参与者占到

21.90%。由此可见,相比起对经济状况和商品实用性的考量,大

部分大学生更注重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实则是一种不理性消费

的体现。 

同时,大学生的消费决策也会被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商业营

销行为所左右,这也是导致该群体对商品价值敏感度低的原因

之一。比如,在我们的个人访谈中,当我们提出“在一些购物节,

例如双11、双12,你有过冲动消费的经历吗？”的问题时,A同学

回答道：“有,马上要过节了,要凑满减,要屯东西。”而B同学回

答道：“有的时候会买一些其实自己并没有很需要的产品,买完

之后也会觉得后悔。” 

3.2.4西方主流理财观念对理财产品的选择产生影响 

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理财选择多了起来,这对

大学生群体的理财经验和知识储备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在调查

过程中,我们发现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现阶段已经开始理财的

学生占比高达50.72%,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在西方理财观念的影

响下,已经在有意识地提高理财的观念和意识,并且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群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实践。但是在个人访谈过程中,

当我们提出“平时会进行理财吗？”的问题时, A同学回答：“不

是没有理财的想法,而是没有那么多钱去理财。”再结合实地走

访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学生已经对理财产生了兴趣,并且提高

了重视程度,但是在有限的经济实力下,难以采取行动。 

同时,信贷对大学生群体也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尤其在理财

知识匮乏的情况下,当消费超出了经济实力,信贷就成为了他们

的选择,如何偿还债务也成为了他们不可逃避的难题。调查数据

显示,有40.35%的大学生群体正在使用或者认为自己未来有可

能使用信贷产品,可以见得,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受到了如“花明

天的钱,做今天的事”、“借鸡生蛋,借钱生钱”等西方超前消费

思想的影响。信贷产品对于大学生群体的吸引力不容小觑,在这

样的吸引力下,如何正确利用信贷工具、规避信用风险的相关教

育尤为重要。 

4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西方金钱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大学

生群体的消费观念,导致部分学生对金钱缺乏理性认知、缺乏合

理的金钱使用规划,与此同时也助推了大学生理财观念的更新,

进而刺激了不良信贷行为的发生。可见,关注大学生金钱观的发

展态势,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大学生金钱观教育及财商教育,是

当代社会教育、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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