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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 青少年的自尊受甚麼因素影響？它與青少年的

行為和對未來的期望如何相關？

• 有哪些流行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香港青少年

構成挑戰和機遇？他們如何回應這些趨勢？

• 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和價值觀，對青少年有甚麼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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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身處物質豐富的現代社

會，年輕人難免受到誘惑

而瘋狂購物，嚴重甚至卡數

「爆燈」。近期一項調查顯示，

「80後」須將每月36%的薪金用作清還

卡數，影響結婚等人生大計。到底青少年

的消費模式如何？受到甚麼因素影響？下

文將作詳細分析。

■香港文匯報特約作者　李浩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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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的試題經常問及青
少年消費價值觀，並且圍繞心態、原因及解決方法三大
主題。

追潮流 先使未來錢
考生回答有關消費現象的問題時，宜在每段開首點出關

鍵詞，再詳細解釋現象細節。如青少年的消費目的反映
「物質主義」、「享樂主義」，透過消費去獲取即時滿足
感。其次，消費類型屬「炫耀性消費」，為追隨潮流而購
買最新產品。第三，消費方式有「先使未來錢」的傾向，
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等付款。

人有我有易埋堆
當要解釋價值觀成因時，考生可從3方面出發。個人方

面，根據心理學家艾力遜的「人生八階」，青少年處於成
長迷亂階段，他們會透過購買產品去確立身份，並建立自
尊。朋輩方面，與朋友擁有共同的產品有助他們建立歸屬
感和認同感，而且朋友是青少年的「重要他人」，受到從
眾行為影響，青少年會跟隨大眾潮流而盲目購物。家庭方
面，香港有很多雙職家庭，父母會給予子女足夠的零用
錢，但對他們的理財教育不足，導致青少年缺乏自我管
理，逐漸形成過度消費行為。

一人演多角 提建議
最後，若題目探討不良社會問題，或會要求同學代入政

府、學校、家長的角色，提出解決方案。同學要留意各種
角色的特點，如政府擁有較多資金，可建議廣告宣傳或大
型活動；家長是青少年的榜樣，要以身作則或加強家庭教
育等。羅列建議後，要解釋它們如何有助青少年建立正確
消費價值觀，如量入為出、財政管理、建立儲蓄習慣等。

■劉穎珊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

文學系一年級生

請先閱讀以下
資料，然後回答
問題：

資料一：近四成港生變「月光族」
港人一向奉行享樂主義，有青年團體早前透

過街訪及到各中學進行問卷調查，成功訪問
1,246名年齡介乎11歲至21歲的學生，以了解他
們的用錢習慣及態度。結果顯示，一成七學生
及三成七學生分別表示入不敷支或會用光零用
錢，僅五成三人有儲蓄習慣，平均每月儲蓄額
約200港元。
購物方面，受訪者最常買零食、衣服鞋物、文

具精品，約4%人承認最常買的物品是名牌手袋或
皮具；2%及0.24%的學生經常花錢買香煙及毒
品。至於其他吃喝娛樂的消費，除膳食及交通
外，其他普遍的花費是看戲、唱K及打機。

資料二：子女最鍾意父母送禮
有電台和小童團體為調查本港家長與子女對彼

此的觀感，曾向441名高小生至初中生，及353名
家長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子女「最鍾意家
長為自己做的事」，首三位全屬於物質消費或享樂
型活動，包括送禮物、多給零用錢及參與娛樂活
動。

資料三：中學生消費易受朋輩影響
有青少年中心於2007年3月至6月進行一項名為

「青少年對理財價值觀及消費模式」調查，訪問
1,072名中一學生至中四學生。調查結果顯示，他
們的消費模式最主要受到朋輩(51.3%)影響。

資料四：子為換手提威脅離家出走
近年青少年犯罪情況嚴重。有社工指，近年科

技產品日新月異，令青少年趨之若鶩，部分人更
為購買「心頭好」而打劫或援交。有家長表示，
因為兒子要求更換手提電話，雙方出現激烈爭
吵，其後兒子更威脅要離家出走。

資料五：近兩成高中生接受搵黑錢
有團體於2011年成功訪問520名中四至中六生，

多項數據反映青少年的價值觀過於現實，六成四
人認為生活上很多煩惱與金錢有關，三成二認為
錢可買到快樂，近三成更認同「忠忠直直，終需
乞食」，近兩成人更認為只要不是傷天害理、即使
違法的搵錢方式亦可接受。

1.資料一及資料二反映本港青少年的消費行為及
消費觀念出現以下問題：

．過度消費、入不敷支：資料一反映逾半青少年
會入不敷支或用光零用錢。

．崇尚物質：資料二反映子女「最鍾意家長為
自己做的事」，頭三位全屬物質消費或享樂型
活動。

2.．青少年的身份認同：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對
身份的確立處於迷糊時期，心理學家Erikson
表示，青少年需透過別人的認同來肯定自身
價值和身份。當某些消費品成為社會「潮」
或「型」的象徵，青少年即使本身不需要，
也會盲目購買。

．從眾行為：青少年在確立身份的過程中，朋
輩起到重要作用，而消費模式往往成為連繫
他們關係的橋樑。當同一個群體的青少年皆

以某種消費品作為團體象徵時，有人為「埋
堆」，便會進行消費行為，抱「人有我有」的
心態，不管物品是否有需要。當這種模式成
為風氣時，便容易形成過度消費。

3.過度重視物質會對青少年造成以下影響：
．物質層面：入不敷出，甚至可能因此而負債。
．道德層面：當物慾不能得到滿足時，誘使青少
年放棄道德價值，因而形成錯誤的價值觀念。

．法律層面：部分青少年為買「心頭好」，或會
以身試法，輕則偷竊，嚴重者甚至打劫或援
交。

．人際關係層面：青少年為滿足物慾，因而向家
人或朋友借錢，影響彼此關係。

．社會風氣層面：青少年過度重視物質在社會
營造不良風氣，形成惡性循環，令下一代沉
溺物慾。

4.有關建議如下：
．辨別「想要」與「需要」：在消費時，想清楚
物品是否在生活中不可或缺(需要)，還是為滿
足購物慾(想要)，如購買文具時，思考是否要
用名牌文具。

．量入為出，訂下理財計劃：了解自己的財政需
要，為自己訂下長期和短期的理財目標，並且
量入為出，如製訂收入表。

．獨立思考，避免從眾性購買行為：在購物
時，想清楚物品對自己是否有用，切勿盲目
跟從潮流。

．不要借貸：用完金錢時，不要向家人或朋友借
貸，建立良好的消費習慣。

1. 資料一及資料二反映本港青少年的消費行為及消費觀念出現甚麼問題？

2. 資料三指出，青少年的消費行為主要受到朋輩影響，試加以闡釋。

3.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過度重視物質對青少年有甚麼影響？試舉例加以說明。

4. 假如你是中學社工，試建議有效方法以協助青少年戒除過度消費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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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揭港人均 逾7萬卡數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平均24歲已

開始 卡數，平均每月碌卡6,685

港元，人均欠債76,790港元，若每

月只還最低還款額，不計新簽賬都要還足17年，至41歲才完

成這場「還債耐力賽」。「80後」須將每月36%的薪金用作清

卡數，嚴重影響他們的買樓及結婚等人生大計。

消費主義（Consumerism）
無休止地追逐時尚潮流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提

倡者鼓吹透過不斷購買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各種慾望。有學者認為消費主義成為

人類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符號消費（Symbol Consumption）
在物質豐富的現代社會，消費行為不再單純是解決生活需要，而更注重其符

號意義。符號消費則指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除享用或享受消費產品本身外，

同時消費這些產品所象徵和代表的意義、心情、美感、檔次、情調和氣氛(即符

號)，如購買某品牌的手袋代表「很豪」，並因引來豔羨目光而自豪。

從眾性購買行為（Conformity
Purchasing Behavior）
由於受到他人或周圍情景因素的影

響而進行的購買行為。消費者不是

真正需要這些商品，他們對所購

買的產品事先並沒有充分了解，

也沒有購買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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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費日

■「不消費日」呼籲全球民

眾反思消費行為。

資料圖片

自1993年加拿大民間組織創立「不消費日」，時至今日，全球多個國家及城

市的民間組織都支持「不消費日」，令「不消費日」成為一項國際性活動。

香港的「不消費日」訂於11月27日，其成立目的不只要求市民在當日不進行

任何消費活動，還要喚醒市民對消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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