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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不再大手大脚花钱不再大手大脚

““精打细算精打细算””正成为年轻人消费新特点正成为年轻人消费新特点
“花钱大手大脚”曾是人们对年轻一辈的印象。而如今，“精打细算”正成为年轻人消

费的新特点。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000名受访青年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受访青年明确表示“该花花该省省”的消费理念能增强自己对生
活的掌控感。

“现在消费者能轻松地货比三
家，有更多选择空间”

今年29岁的张立是一名摄影师，宝宝
刚刚6个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份的
转变，他说自己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
化。“以前是两个人吃好喝好就可以，有娃
之后情况明显不同了。教育支出、生活花
销都可能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增加，而且很
多父母都想在各方面尽力给孩子最好的，
自己也会有一定压力。”

张立说，相比之前因新潮、好奇而消
费，现在实用性强、性价比高更能吸引他和
爱人，他们不再因为大促优惠而购买计划
外的东西。“我算过一笔账，减少不必要的
花销，能省出一笔不小的钱，用在必须花的
地方，从而提升生活品质。”张立表示，爱
人、孩子、父母所需要的家庭支出，以及人
情往来、工作设备购置等，是一些必须花的
地方。“花钱时越来越‘精’，能省则省，把钱
不吝啬地用到该用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
矛盾。”

杭州某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陈旻觉
得，网络信息的便捷获取、公平的竞争环
境、经济形势都让消费者更加精明。“不管
是平台内各商户，还是各平台间，现在消费
者能轻松地货比三家，价格是否便宜一目
了然，因此有了更多选择空间。而且，最近

的头部主播价格垄断事件说明公平的竞争
环境才是大家期待的。”

哪些因素促使年轻人消费更加精明？
67.9%的受访青年感觉是物价走高和经济
压力导致的，59.3%的受访青年感到是可便
捷查询、比较优惠信息带来的，48.0%的受
访青年认为是价格亲民、品质高国货的崛
起，46.8%的受访青年直言深谙商家宣传活
动套路。

“不浪费”的消费才能真正让自
己身心愉悦

张立说，以前很多年轻人冲动消费、过
度消费，在自己能力范围外开销，“用明天
的钱过今天的生活”。他很不认同这种生
活方式，“我喜欢的是‘我有多少钱，就花多
少钱’，量入为出，在自己的掌控中生活。”

在陈旻看来，当商品售价高于自己预
期的使用价值时，就是不必要的开支。“比
如我去KTV唱歌，商家售卖的酒水饮料与
外面的价格差距不大，我就乐意购买。但
如果外面卖5元，里面要10元，那这部分酒
水的消费就可以不花。”陈旻觉得，一笔值
得、“不浪费”的消费才能真正让自己身心
愉悦。

“我按用途把资金存在几个不同账户
上，各自花在需要的地方。而且‘不把所有

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有利于资金稳
定。”陈旻跟记者介绍，他分了校园开销、旅
行等多个资金账户，一打开手机应用就知
道最近花了多少、花在哪里、哪块比之前省
了，“一看到数字，我就心中有数。”

调查中，86.5%的受访青年明确表示，
“该花花该省省”能够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掌
控感。交互分析显示，一线城市受访青年
认同度最高(90.6%)，其次是二线城市受访
青年(87.2%)。受访男性(88.7%)高于受访
女性(85.1%)。受访85后最为认同(89.0%)，
受访95后认同度相对偏低，为80.8%。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
教授、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江予认
为，这组数据反映了消费者的理性。“年轻
人有很多理想、很多需求都需要开销。支
配有限的资金，把钱花在值得花的地方，这
是他们愿意做的事。”他指出，值得花的地
方，就是遵从自己的真实需求，把钱花在自
己最认同、认为对自己最有价值的地方，从
而让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

受访青年中，05 后占 2.7%，00 后占
23.1%，95后占27.6%，90后占28.5%，85后
占 18.1%。男性占 39.0%，女性占 61.0%。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38.2%，二线城市的占
35.9%，三四线城市的占 20.8%，县城或城
镇的占4.3%，乡村的占0.8%。（应受访者要
求，陈旻、张韵果为化名）（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