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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高 浦 费
”

现 象琐 议

李 鸿 飞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人民生 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加快
,

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的同时
,

我国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
,

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

消费内容更

加丰富
。

现在是我国建国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
、

得到的实惠最多的时期
。

但如 同在

经济领域中出现过
“

过热
”

现象一样
,

在消费领域也 出现了
“

过热
”

现象
,

即某 种 程 度 的
“

超高消费
” 。

所谓
“

超高消费
”

是指消费的规模和水平超过 了工资收入和当前社会经济条

件可能提供的水平
,

是发展 中国家在生产力水平尚低时
,

就 出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消

费方式
。

消费品是满足人们生理和社会需要的产品
。

它分为必需品
、

舒适品和奢侈品
。

奢侈品价

格昂贵
,

由于其稀缺或投入的社会劳动多而成为贵重物的消费
。

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
、

社会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今天
,

奢侈品的消费还不能成为消费的主流
。

过多消费奢侈品

或消费过程奢侈化是盲 目和浪费的消费行为
。

现在某些地区某些阶层讲排场
、

摆阔气之风盛

行
。

他们相互攀比
,

任意挥霍金钱
,

不断掀起
“

超高消费
”

的
“

新潮
” 。

有的政府工作人员慷

国家之慨
,

致使社会集团购买力越来越高
。

奢侈性消费不仅造成消费市场物价的高涨和供给

的紧张
,

在社会行为中也产生了巨大的
“

负向效应
” 。

它诱导人们去追逐和获取奢侈品
,

盲

目追求西方发达国家的以金钱为后盾的消费生活模式
。

主要在高收入阶层中盛行的
“

超高消

费
”

与
“

工资收入族
”

发生了激烈的心理碰撞
。

为了达到心理平衡
,

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获

取
“

黑色收入
”

或
“

灰色收入
” 。

在我国以盗窃为主的贫困型犯罪居高不下
,

不能不说与高

消费的诱导无关
。

收入的反差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开始挺而走险
,

以权谋私
,

贪污腐化
,

进行

经济犯罪
。

超高消费还诱发了人们的享受欲
。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
,

除了较发

达的消费市场外
,

生产资料市场
、

金融市场等尚未全部放开
,

人们手中的货币只能流向单一

的消费市场
。

于是不仅出现了挥金如土的浪费性消费
,

还出现了缥奶
、

吸毒
、

赌博等丑恶的
“

畸型消费
” 。 “

超高消费
”

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拉大了差距
,

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趋于

紧张
,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合
。

“

超高消费
”

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
。

它既有深刻的经济原因
,

也有心理和 社 会 的 原

因
。

从 经济原 因上看
,

超高消费是由于收入增加
,

人均保有的货币量增加而引起的 收入增

加后 犷 从消费饥渴状态 中挣脱 出来的消费者纷纷把货币投 向消费市场
。

在生 活必需 品得到满

足后
,

又趋向消费舒适品
。

一部分人率先转向消费奢侈品
。

从社会原因上看
,

消费阶层间和阶层内参照群体的示范对超高消费起 了引导作用
,

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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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无形的
“

攀比效应
” 。

国外某些研究理论认为
,

人们的消费支出不仅考虑到自己和家庭

的工资收入
,

也 考 虑 到别人的消费行为 既考虑到 目前的消费水平
,

又考虑到以往的消费

水平
。

在经济改革中
,

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
,

这部分形成了高收入阶层
。

他们在经济生活

中居于主要的地位
。

按照社会学
“

中心互动理论
” ,

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成员能够影响处于

边缘地位成员的行为
。

这种权威意识使消费方式呈同心圆式扩散
。

他们的消费方式成为消费

文化的主导
,

他们的消费方式在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方式变革中起 了先导的作用
。

在阶层内

部
,

超高消费的示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

从社会心理上看
,

消费方式是一种礼仪的表现
。

超高消费是消费者博取荣誉的一种表现

方法
。

超高消费的重要表现就是炫耀性消费比例增大
。

对奢侈品的追求和享受
,

不仅使消费

者达到心理满足
,

而且也包含向他人显示 自己的支付能力和财富拥有的炫耀性目的
。

在消费

中出现的反主流文化性消费
,

标新立异的个性化消费
,

在延迟性消费和即时性消费中寻求即

时性消费
,

在社会互动中显示自已身分的消费等等
,

都是消费者希求获得心理满足和个人价

值实现的动机和行为
。

社会认同也是超前消费的重要心理原 因
。

当社会流行某种时尚
,

它在

人们心理产生一种信息沟通
,

会引起
“

心理谐振
” 。

有些消费者即使没有超高消费的能力
,

但为了减轻群体的压力
,

也力图通过模仿行为来达到实现群体归 属
。

反之
,

就认为与具有相

同收入的其他人相比
,

自己处于低消费的地位
,

有一种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
,

所以要加入到

高消费者的队伍中来
。

低估未来
,

也是产生超高消费的重要心理原因
。

庞 巴维克认为 , 人们

往往不是根据 目前的供求估价未来的消费
,

而是根据未来的供求来估价未来的消费
。

产生这

种认识主要是 知识缺乏 人生短暂
,

不能活着看到未来 高估现在
,

低估

未来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

入世
”

哲学和现在某些人崇尚的
“

及时行乐
”

都属于这种心态
。

消费既然是一种社会行为
,

它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
、

文化和人 口等因素的制约
,

其中
,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决定性的因素
。

保持适度消费是刺激生产 良性运转的重要机制
,

也是促

进经济健康稳定增长
,

从而逐步提高人 民消费水平的重要环节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社会生

产力水平还不高
,

人 民生活尚达不到超高消费的程度
,

我国的消费必须从 中国的国情出发
,

保持适度的合理的消费
。

为此
,

应做到

遵循消费规律
,

制 定符合 国情的消费目标
。

消费发展的规律是
,

随着生产的发展提

高
,

消费欲望越来越高
。

但消费需要的满足只能以现在生产力所能提供的消费资料的多寡为

基础
。

根据我国生产发展和消费发展的实际需要
,

党和政府提 出了到本世纪末
,

实现城乡人

民不仅吃得饱
、

穿得暖
,

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
,

而且在满足享受和发展方面也有显著的变化

的小康社会消费水平的目标
。

经济学家将消费类型依次分为简朴型
、

粗放型
、

集约型和舒展

型
。

小康消费水平就是集约型消费
。

年代人民的消费倾向应循序渐进地按此 目标前进
,

逐

步实现从 以温饱为主的简朴和粗放型消费向小康集约型消费模式发展
。

这是适度消费的总体

发展战略
。

实行正确的消费政 策
,

采取各种措施
,

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建立健康科学文明合

理 的生 活 方式 包括 消费方 式
。

在个人消费方式
、

家庭消费方式和大众消费方式三个不同

消费层次上
,

都要提倡适度的消费
,

避免奢侈的超高消费
。

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
,

就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力图改变超高消费的现象
。

国外一项调查表 明
,

美国有 的人希望
“

教育人 民靠基本需要过生活
” 。

正确的消费政策
,

要实现最佳的消费效果
。

消费效果是指

人们在消费过程 中投入与产 出
、

消耗与成果
、

消费支出与达到消费目的的效果之间的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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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经济效果一 趟暑豁缪墨

强调消费的经济效果就是实现消费最优化的决策
。

消费是生产的 目的
,

生产是消费的前提
。

正确的消费政策不仅引导消费
,

也引导生产
。

要从实际出发来进行消费品的生产
,

实现消费品和劳务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
。

政府要

运用价格和商品存量来调节消费市场
,

控制某些奢侈消费品的价格
,

缓解消费市场的紧张状

态
,

起到消费引导的作用
。

尽管我们提倡共同富裕
,

但由于分工的存在
,

商品规律和按劳分

配规律还发挥作用
。

在不 同收入阶层的需要之间
,

在实现这种需要的方式 匕 在实际获得消

费品的数量上和质量上还会有一些差别
。

因此
,

要运用宏观决策和调控的力旦
,

实行货币和

消费品在不 同阶层间的合理分配
,

防止收入和消费的两极分化
。

在 大众消费方式中树立模 范行 为
。

大众传播媒介在消费方式的导向中起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

现在文化的横向和纵向传递
、

信息的内部和外部传播
、

人们社会行为模仿和参照
,

都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
。

人们的购买动机和行动也大都起源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
。

日本学

者曾将消费行为列图为

广告 、消费者 了解商品、改变态度 唤起需求 , 购买行动

政府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人们灌输科学健康合理的消费方式
,

引导人们在追求物质消

费高档化的同时
,

追求精神生 活的高尚化
。

模范行为的体现也包括政府行为
。

政府的消费行

为对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示范作用
。

我们 目前的社会仍是崇尚权威的社会
。

政府兼洁

必带来世风的清明
。

公务人员角色偏差
,

带头进行超高消费
,

不仅会引起消费导 向的紊乱
,

也会产生腐败行为
,

导致社会风气不正
。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

建立科学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需要消费者具有较高

的心理和文化素质
。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首先要教育消费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
。

一个人的审美观点
、

兴趣和爱好
,

与这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消费方式有较高的相关关系
。

有正

确价值观的人首先将消费看成是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
,

以便更精力充沛地为祖国富强和人 民

幸福做贡献
。

他不追求奢侈的享受
,

而追求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

即使在物质生

活条件比较富裕时
,

也能保持适度消费而不铺张浪费
。

其次
,

要提高消费者的文化水平
。

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对象的选择
、

对消费方式的寻求与

他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关系
。

国外关于购买理论认为
,

购买过程分为认知 , 寻求解决方案 ,

评价解决方案 , 决策 , 购买后评价等过程
。

而要有效地实现这个过程
,

与人的能力是分不开

的
。

从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可以观察到
,

从消费投向上
,

文化素质较高阶层比较偏重于精神消

费
,

比如在闲暇时间喜欢从事一些有助于身心发展的活动 而文化水平较低阶层的人则偏重

于物质享受
。

这种由文化教养不 同而形成的生活社交圈和消费方式的差异
,

反映了文化素质

在消费活动中的指向作用
。

加快 发辰社会 主 义市场 经 济
。

消费水平的提高
,

消费结构的合理化
,

物质消费和精

神消费跃到高层次
,

都必须依赖经济的发展
,

依据社会生产能提供多少消费品和多少 闲暇时

间
。

因此
,

首先必须增加社会产品的总量
。

同时
,

要调整产业结构
。

要加快传统产业 向新兴

产业的改造和转变
,

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
。

这样才能使我 国经济走上稳定
、

协调
、

健

康发展的轨道
,

为我国人民尽快实现小康社会的消费水平提供更多的消费资料和闲暇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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