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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花销大头在食物
上，占比一半，剩下的主要
在日常生活，主要看需
求。”今年26岁的田晴（化
名）工作两年了，她觉得自
己的消费一直都是以“按
需购买”为主的，“像‘双
11’也会在直播间购物，但
要看自己是否需要。也喜
欢品牌服饰，虽然价格高
一些，但整体消费不多，几
个月买一次”。

“我会把钱存起来，买
些理财产品，看着小金库
慢慢充实起来是很幸福
的，这些钱也可以用到自
己喜欢的事情上。”田晴觉
得按需消费，不仅可以留
一定的应急钱，也可以有
更多可支配的钱，去做喜
欢的事，“比如出去玩，我
会在娱乐上花钱，觉得这
是值得的，一来拓展社交
圈，二来能放松自己”。

田晴认为按需消费很
重要，“想买一样东西，会
先放一放，给自己一个‘冷
静期’，可能过段时间就没
那么想要了”。

已经学会“断舍离”的
梁晔，会经常问自己这样
几个问题：“我需要它吗？
同类型的东西有多少？是
否需要这么多？”如果确定
物品的使用频率不高，或
者有替代品，她就会果断
舍掉。梁晔说，如今自己
的消费习惯也在影响身边
人，经常会有人问自己，怎
样归纳整理需求、减少不
必要的物欲。

林浩说，虽然以前上
学时，也会贷款消费，但不
会把额度设置得超过自己
能力，而且会把这类消费
主要用在日常生活开支
上，而不是给自己一个“超
前购买”的理由。

林浩指出，理性消费，
重要的是设置底线，“比如
收入1万元，我会设定每
月的存款目标，剩下的钱
再分配消费”。

在季均逸看来，只要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消
费，都算是理性的，“即便
是贷款消费，也是用来买
生活必需品，如果用于购
买奢侈品这种符号价值高
于实际价值的东西，我就
觉得是不理性的”。

现在季均逸会按照急
需程度对消费进行划分，

“会发现有一部分东西并
没那么着急要，就可以推
迟一段时间再买。花钱投
资自己也是不错的。想去
健身，进行提升和锻炼”。

根 据 调 查 数 据 ，
95.3%的受访青年感到，
年轻人在消费上更加“精
明”了。

不购置用不上的东
西、不从众、不盲目，梁晔
现在很享受自己的消费状
态——让自己精神满足的
消费更重要。

龚如诗觉得，从看重
商品外观到关注实用性，
自己的消费观逐渐变得积
极正向，“至于以后的消费
习惯，会更加理智，也会关
注一些理财知识，想更好
地做规划”。

90后小婷说，当直播
间里充斥着“买它”的高喊
声，当社交平台上遍布好
物分享时，在下单前多想
一下很重要，“不是把消费
当作洪水猛兽，而是‘该花
的一分不省，不该花的一
分不掏’。”她觉得理性消
费，可以让自己在面对未
来的不确定时多一些心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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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变得精打细算……当年轻人变得精打细算……
时间再往前倒几年，一走进服装店，只

要导购员夸几句，90后梁晔（网名墨墨）就会
毫不犹豫地下单。但如今，她不仅对博主推
荐和广告“免疫”，还会有意识地“断舍离”，
把钱用到真正让自己愉悦的爱好上。

记者发现，像墨墨这样消费习惯发生变
化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年轻人为何有这些
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上学时，父母每个
月给多少钱都会花完，花
钱没有任何安排。但去
年入职以后，逐渐对消费
有了一定规划，每月会把
20%的钱存起来。”今年
25岁的季均逸（化名），工
作不到一年，已经从“月光
族”，变成了一个对收入有
规划、会理性消费的人。
每月在设置一定存款金额
后，季均逸才会用剩下的
钱去买那些“价格比较贵，
但特别想要”的东西，也会
规划消费安排，“比如接下
来有买车计划，那么首先
会有一部分工资用到车贷
上，再去考虑其他消费”。

梁晔来北京工作5年
多了，她觉得自己最近几
年消费观有特别大的变
化。读大学以及刚入职
时，她在消费上很冲动，也
很从众。挑衣服下单也往
往是冲动型。而现在买东

西，梁晔首先考虑是否需
要，会先买必需品，选性价
比高的东西。

不仅如此，她现在更
愿意在运动爱好上增加消
费，更看重运动时发自内
心的快乐，“像滑雪这项爱
好，如果是在5年前，我会
买好看的雪服拍照，向大
家展示。但现在完全不一
样了，会考虑是否会坚持
这个爱好，如果确定能坚
持，会从基本装备开始购
置，再慢慢选择性价比高
的装备，不会像以前那样
冲动地买下全部装备”。

北京邮电大学大三学
生龚如诗，觉得自己最近
几年在消费上最大的变化
是，买回来用不着的东西
少了，银行卡里的存款多
了。“大一时没有存钱的概
念，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
大概有10%-20%会存起
来。大一时用来买衣服的

花销要占生活费的50%，
现在这部分花销只占30%
左右了”。

龚如诗说，以前购物
时，更多“看眼缘”，看商品
的外观是否精致、吸引自
己，也会受到社交平台上
博主的影响，看到别人说
东西好用，就会直接下
单，但买回来发现没那么
好用，东西就会闲置甚至
扔掉。如今购买护肤品
时，龚如诗会更注重商品
的质量、效果，“现在买的
东西会更好用，因为很多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媒体对青年消费
观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
者觉得自己消费观主要
的变化是“买好的、更看
重品质”，然后是“攒钱意
识变强了，冲动消费减少
了”，其他还有“只买有用
的”“会有节制有规划地
消费”等。

梁晔告诉记者，“想明
白了”是自己消费观变化
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前会
觉得小姑娘爱漂亮，会因
为别人对自己外表的夸
赞就下单。但如今梁晔
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别人
的评价了，会更愿意为了
悦己而消费，“会觉得运
动比穿好看的衣服，更让
自己开心，也不会为了拍
照发朋友圈去买运动装
备”。

龚如诗则认为，自己
消费习惯的变化，是一种
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成熟

的过程。“大一、大二时，
有种不知钱为何物的感
觉。但是大三寒暑假在
家，慢慢理解父母早出晚
归工作很辛苦，不应该把
生活费当作理所应当，都
是父母一点点挣出来的，
所以有了节约的观念。大
二时关注了一些公益活
动，突然发现自己之前浪
费的东西，很多是别人需
要的，对我触动比较大”。

95后林浩（化名）已
经工作3年多了，以前上
学时他总会冲动消费，会
用生活费的一大半去买奢

侈品牌，特别喜欢买限量
版球鞋。现在工作后，他
不再会买性价比不高的衣
服和鞋子了，“现在经济独
立了，不想再找父母要钱，
会对自己收入进行分配，
更注重实际消费”。

调查显示，在年轻人
消费观变化上，理财观念
增强更懂得合理规划收入
用途（64.5%）是主要原
因，其他还有：意识到了

“月光”的危害（54.4%）和
经济压力以及开销场景增
加倒逼消费理智（50.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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