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号消费来势凶猛
国人应该思考如何过好富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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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近日，在得知苹果公司新款
手机面世后，北京某高校研究生
李君(化名)立刻决定节衣缩食，
好尽早买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神
机”。让他意外的是，现在即使有
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了。“据说
光是预订量就达 20 多万部了。”

为何一款手机能激起消费
者的疯抢？一位网友给出解释：
“哥买的不是手机，是文化。”在
他看来，如今很多商品，尤其是
奢侈品，越来越具有标志购买者
身份、文化和个性的符号功能。
“符号消费”，眼看着就从方兴未
艾跃进到如火如荼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
心，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
(2290 人参与)，80 . 8% 的受访者
确认，身边很多人消费的是符
号，而非商品本身，其中 26 . 9%

的人表示这样的人“非常多”。受
访中，“80后”占43 . 2%，“70后”
占37 . 4%；51 . 8%的人坦言有过
符号消费经历。

为何消费者认为

国外商品更具符号价值

李君说，他选购衣服、鞋和包
时，基本都是只看品牌，很少在乎
实用性。“买东西就是买它的与众
不同，名牌能把购买者的财富、地
位、品位一下子都体现出来。”

品牌符号能标志出消费者
的哪些特征？调查中，58 . 3% 的
人首选“经济实力”，此外还有：
品位格调 ( 5 5 . 6 % )、身份地位
(50 . 7%)、潮流时尚(44 . 7%)、文
化内涵 ( 3 4 . 8 % )、精神气质
(18 . 6%)。只有 8 . 9% 的人认为
“什么也不能体现”。

调查显示，“富有或有地位的
人”、“年轻人”和“教育水平较高的
人”，是受访者眼中最容易进行符
号消费的三大群体，选择比例分别
占 73.8%、66.5% 和 29.8%。
“符号消费体现的是一种‘社

会区隔’。在社会分层不断细化的
今天，正是消费逐渐将具有不同
经济实力、身份地位、审美品位、
教育水平的人区隔开了。”这学期
正在开讲“消费社会学”的清华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孙凤说，在以前
的短缺社会，人们关心的是商品
的使用价值，当我们步入丰裕社
会后，人们就转而追求商品的符
号价值了。“在中国，许多大城市
已进入以追求商品符号价值为特
征的消费社会时代。”

哪类商品最具符号价值呢？
7 3 . 5 % 的人首肯“奢侈品”；
6 1 . 1 % 的人认可“时尚品”；

53 . 8% 的人选择“高科技产品”；
38 . 6% 的人感觉是“艺术品”。

为什么这些商品具有符号
价值？54 . 6%的人归因于这些商
品外观有档次；52 . 4%的人认为
是由于这些商品的价格高；
46 . 1%的人认为是这些商品“宣
传好”；38 . 6%的人觉得原因是
“商品质量好”；38 . 6%的人选择
的是“品牌内涵特殊”。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副院长潘煜教授表示，具有较
高“符号价值”的商品，一般有着
稀缺性、独特性，并且人们对它
的符号意义已达成共识。“所以，
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只有少数人
愿意购买的商品，都容易成为符
号消费行为追逐的对象，例如钻
石、游艇、打高尔夫等。”

调查中，43.1% 的人认为国外
商品更具符号价值，相比之下，选
择“国内商品”的人只有 4.1%。

稀缺昂贵的商品

就一定能让人幸福？

由于手机出现故障，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陈小乐
正考虑买新手机。她说，自己选
手机的首要标准是实用性，不会
去考虑华而不实的手机。年轻人
中出现的“符号消费热”，在她看
来是一种虚荣心作怪的攀比之
风。“房地产广告整天都打出‘领
袖公寓’、‘贵族庭院’的标语，难
道住在里面的人就一定是领袖、
贵族吗？”

调查中，对于“符号消费热”，
64 . 2%的人认为其源于“人们虚荣
心作怪”；57 . 0%的人担心这会“使

社会更加物质化”；42 . 4%的人认
为，符号消费行为属于“非理性消
费”。不过也有21 . 7%的人觉得“这
很正常，无可厚非”。
“从满足大众的群体认同与

归属需求方面来讲，符号消费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符号消
费也纵容了‘物质至上’的不良
社会风气，诱惑人们仅仅通过金
钱来获取表面的幸福感。特别是
当人们不顾自身经济条件，盲目
追求符号消费时，它对消费者的
伤害更大。比如，大学里就曾出
现过拿救济金的贫困同学买高
档手机的奇怪现象。”潘煜说。

消费稀缺昂贵的商品就一
定能让人幸福？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
来临》一书中指出，在跨过温饱
线后，物质的极大丰裕未必能给
人们带来快乐，相反，还可能带
来麻烦与不快。只有妥善使用增
长的财富，才能增加人们生活的
幸福感。

在孙凤教授看来，当消费行
为仅仅追求商品背后的符号价
值时，消费对自身而言就是欲望
的满足，对他人而言就是炫耀。
如此一来，道德就会被市场所左
右，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和高尚
的标准，就变成他能否消费得起
某种商品。这一观念的最终结果
就是，人们越来越物质化。
“中国人该思考如何过好富

日子了。”孙凤提醒，穷日子难
过，但富日子也不好过。怎样过
好富日子，怎样在物质丰裕的社
会构建新的道德体系，正是当前
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

今年 5 月，中
国社会科学院等单
位发布的 2 0 1 0 年

《商业蓝皮书》指
出，未来 5 年，中国
奢侈品消费市场预
计达到 146 亿美元，
占据全球奢侈品消
费额首位。

当消费行为仅
仅追求商品背后的
符号价值时，消费对
自身而言就是欲望
的满足，对他人而言
就是炫耀。如此一
来，道德就会被市场
所左右，判断一个人
是否成功和高尚的
标准，变成他能否消
费得起某种商品。这
一观念的最终结果
就是，人们越来越物
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