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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探讨 

韩丽娜 金晓彤 马树舁 

[摘 要]从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剖析了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在农村居民中存在 

人情消费、隔代之 间的不均衡消费、炫耀性消费与节假 日的突击性消费等。由于农村中的攀比心理的存在，导致 

人情消费风愈演愈烈，家庭中利他主义倾向导致代之间的不均衡消费现象突出，居民间的收入水平不均衡炫耀 

性消费与钦羡性消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积淀导致词农村突击性消费增加。基于此，现阶段政府调节农村居 

民消费行为应从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倡导节约性消费行为，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等 

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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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形成了以崇尚 

节俭为核心的消费观念。“无债一身轻”、“量人为 

出”式的近身消费，已成为中国人的美德，而中国 

文化的传承性反映在消费上就是消费模式的稳定 

性。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固有的传统文化在一部分 

城镇居民中已渐渐淡去，而在经济相对滞后的农村 

仍然存在。因此传统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起 

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一)人情消费现象突出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沟通人际关 

系的重要方式。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因过节、婚丧嫁娶、升学、乔迁新居等各 

种原因引起的人情消费也不胜枚举。 

从前，在农村中逢年过节邻里乡里互相走动都 

是拿着实物的，像点心、酒、水果等礼品，而现在，大 

多数都已经变为礼金的形式。据辽宁省西北部的 
一 位村民讲“如果遇到哪家有事，普通乡邻每家 

100元，如果是亲属，一般少则要 200元，多则要 

300元”。尤其在农村的春节前后是人情消费的一 

个高峰，对于收入较高的，上述消费可以承受，而对 

于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人情消费已经逐渐演变为 

农民较大的经济负担。 

(二)隔代之间的不均衡消费愈演愈烈 

受低收入水平、未来收支不确定性及流动性约 

束的影响，我国的农村居民在生活上逐渐形成了以 

“节俭消费、攒钱消费”为主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农 

村地区的老人，真正花到自己身上的消费支出只占 

家庭消费很小的一部分。而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 

普及，独生子女作为家庭的希望与寄托，在家庭中 

的地位逐渐上升，尤其是现代农民在收入提高后首 

先想到的是不能让孩子重复自己的人生轨迹，使得 

孩子的消费需求一般都被优先保证，尤其在现阶段 

农村的发展中，父母重视对孩子进行智力投资，在 

教育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而年轻人的消费理念 

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消费动机已经成为家庭消 

费的主要驱动力。这种状况，老年人和子女都能接 

受，但是这种消费模式限制了农村老年人消费市场 

的形成，同时也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费质量。 

(三)炫耀性行为与钦羡效应现象明显 

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把“炫 

耀性消费”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炫耀性消费是指 

消费者主要为了夸示财富而不是满足实际需求的 

消费活动。这种消费的动机是为了谋求某种社会 

地位，更深层含义是人与人之间在需求和效用上存 

在相互影响。钦羡效应是指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 

把比自己高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当做 自己消费 

行为的典范。 

第一，消费依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两种类型：一 

类是有闲阶级为了过有闲生活而进行的消费；另一 

类是劳动阶级为了维持 自己的生活和便于继续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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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进行的消费。第二，炫耀性消费效果。在凡勃 

伦看来，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在心理上的差异决定 

了他们不仅满足于生理需求的直接消费，还要满足 

其他方面甚至是为了虚荣心的炫耀性消费。随着 

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这种炫耀性消费，它 

更能表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人们 

(甚至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对于炫耀性消费 

的追求导致人人都为争取到一个“相对位置”而不 

肯放过任何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1] 

在农村，随着一部分居民先富裕起来后，出现 

了少数富裕群体，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在消费时刻 

意买好车、住别墅、穿名牌、吃美食等，他们看重的 

不是物品的内在价值，而是它的品牌和与众不同的 

消费过程，同时另外一些人为了能够争取在社会上 

相对有利的位置而超出自己的实际能力去消费。 

这样既浪费了大量资源，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 

立。 

(四)节假 日的突击性消费显著存在 

在中国一部分农村地区，节假目的突击性消费 

一  现象尤为突出，我国农民平时省吃俭用，但是当传 

看吕 统重大节Et到来时，如春节、端午节或中秋节等，消 
= 费支出骤然增加。在节假日中，农户之间的来往要 

= 较平时频繁得多。大家庭的聚会、亲友之间的交流 

看苫 都不可避免地要送礼品、吃饭、喝酒，消费支出会骤 
三 然增加。 

三 尤其是在春节前后存在着突击性消费，短时期 

===_̂ 内支出在全年生活消费支出中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在辽宁一些地区的调查发现，在春节前后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内，农民的肉蛋油副食品、衣物、烟酒及礼 

品的消费较大。农村的这种消费特征使全年生活 

消费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即在平时节省，而在 

节Et前后消费急剧增加，从而形成农民的消费围绕 

着传统节日而呈现出此起彼伏的“波浪式”消费行 

为 [2] 

人情消费、隔代之间的不均衡消费、富裕群体 

的炫耀性消费、节假日突击性消费等，构成了现阶 

段农村居民消费中突出存在的几个特征，产生这种 

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如下。 

(一)攀比心理导致农村中的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的产生是多方面的，主要源于农村的 

攀比心理。在以居住环境为主要特色的农村居民， 

邻里之间经常走动。互相之间谁家买了汽车、谁家 

盖了什么样房子都非常清楚。这也成为人们茶余 

饭后的谈资。同时由于我国许多地方的气候特点， 

冬季处于农闲时间，人们就更加有空余时间谈论这 

些事情，这就为农村中的攀比心理提供了滋生的土 

壤。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 

长，人情消费的数 目也不断膨胀。[3]中国人在消 

费中更重视别人的看法，更关注个人消费的社会群 

体效应。中国人追求要脸面，将送礼、维系体面和 

关系等视为基本需要，将争脸、给面子和礼尚往来 

列入基本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中国农村中的特有的 

人情消费行为。 

(二)家庭中利他主义倾向导致不均衡消费 

老年人总是以家庭其他成员的消费需求为第 
一 位，把自己放在末位考虑，导致了农村居民隔代 

之间的不均衡消费。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 

的个性需求一般要服从家庭的整体需要。虽然传 

统的大家庭已经被小家庭取代，但由于老年人和年 

轻人都在一个村庄中居住，所以一般的村民都还有 

大家庭的概念。[4] 

当下的老人大多经历过一段很艰苦的童年和 

青少年生活。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年轻时候的消费 

习惯，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有这种思想“我年轻时 

候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不能让我的子女再受这种苦 

了”，受此观念影响，老年人大多生活节俭，生活消 

费支出占家庭消费很小的一部分。而正是由于家 

长的这种教育方式，年轻的人生活相对优越，消费 

观念都跟老年人不同，消费支出要高于老一辈人几 

倍。[5] 

(三)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炫耀性消费与钦羡 

性消费 

产生炫耀性消费与钦羡性消费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收入差距的加大。在农村， 

随着一部分居民先富裕起来后，收入分层现象极为 

突出，出现了少数富裕群体，他们看重的不是物品 

的内在价值，而是在于它的品牌和与众不同的消费 

过程，也就引导起了富裕群体消费和一般家庭的消 

费落差的产生。这就为炫耀性消费与钦羡性消费 

提供了土壤。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随着党 

的富民政策的深入，居民间的收入水平不均衡导致 

了一富裕群体的出现，因此产生了富裕阶层的炫耀 

性消费与贫困阶层的钦羡性消费。(6]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积淀导致农村突击 

性消费增加 

中国的传统节 日沉淀、凝聚着千百年的传统文 

化。中国农民向来重视民族传统节El，总是在重大 



节 日(如过年)时，一反平时节俭的消费习惯，因而 

节 日的支出急骤增加。而且伴随着一些传统节 日 

期问的走亲访友，许多人生中的大事 (尤其是婚 

事)，也集中在这一时期举办，支出随之大大增加。 

从农业再生产过程看，最大的传统节 日——春节前 

后，正是一年中难得休闲的时候，忙碌了一年的农 

民操办新年，购买各种新的物品等。从这种角度 

看，_j文种消费也无可厚非。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 

泊费模式极其不合理。首先，节日性突击消费不可 

避免地造成极大浪费。[7]其次，从全年生活消费 

结构看，突击消费十分不合理。农民在一年中的农 

忙季节，因为各种因素影响，生活消费尤其是肉蛋 

油等副食品的消费极少，而此时的体力劳动极其繁 

重，许多人营养不足；春节前后则是农闲季节，体力 

劳动较少，而此时的各种副食品消费量很大，造成 

营养过剩。 

从农村 目前的消费状况来看，存在诸多负面影 

响，因而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调节农村居民的消费行 

为，具体措施应包括： 

(一)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念。应根据农民的心理特点，给以适当教育、疏 

导。加强消费教育，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既 

是长远大事，也是当务之急。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首善之区为目标，以促进人们的心理和谐为重 

点，系统开展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辅导培训，引导 

广大市民努力塑造 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的良好心态。政府应该通过各项宣传或制定一些 

法令法规，来逐步改变人情消费的额度，倡导“礼 

轻情义重”的良好思想，扭转人们死要面子、盲 目 

攀比、穷摆阔气的消费观念误区，形成良陆循环，建 

立起文明向上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消费风气 

是建立树立健康消费观念的必要保障。[8] 

(二)引导家庭成 员的消费行 为，构建合理 的 

家庭理财 

政府应当引导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进行消费 

观和消费道德教育、商品知识以及消费政策和法 

律、法规知识等方面的教育。[9]根据不同的家庭 

以及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家庭 

消费心理和行为受收入差别、文化程度、传统习俗 

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各个家庭不仅存在共 

SOCIAL SCIENCE JOURNAL 
嘞  

性，而且也会存在各 自的特性。家庭消费教育应该 

特别注意家庭的共性和特性，以及不同家庭成员的 

生活经历和心理特点，制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 

式。 

(三)加快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缩短居民之间 

收入水平的差距 

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导致了富裕群 

体的出现，也就引导起了富裕群体消费和一般家庭 

的消费落差的产生，产生了炫耀性消费。因此要加 

快农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提高农村人们的收 

入。 

建立起市场体系健全、运行机制完善、市场关 

系规范、市场竞争有序、宏观调控有度的农村市场 

经济体制，将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贯穿、渗透于农 

村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推动农业和农 

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深入研究、积极推进农 

村市场化，对于应对加人世贸组织所带来的挑战， 

开创农村经济发展新局面，在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 

和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基础上，使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水平快速提高。 

(四)倡导节约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念 

以倡导节约、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在农村系 

统开展宣传绿色消费、科学消费，倡导消费者购买 

节能商品的活动，使消费者树立健康生活、节能消 

费的观念。针对传统节假 日，安排有益的各项活 

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改变人们的盲 目花钱倾 

向和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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