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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角下大学生网购行为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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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期，笔者对广东十五所高校的两千名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网购行为状况的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网络购物给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面临着挑战。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视角，坚持从政府、学校、社会、个人四个维度对大学

生的网购行为进行引导，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义不容辞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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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也称网络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互联

网工具，从信息搜寻、比较、谈判、支付到物流的

全过程，这种交易过程包括信息流、资金流、物流，

最终完成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即完成商流活动
[1]
。

1994 年，美国有了第一次网络交易。随着互联网和

电子商务的发展，时至目前，网络交易已经成为一

种大众的消费方式。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8年 12月，我国网购用户达到 6.10亿，相较 2017

年底增长 14.4%，占网民整体比例的 73.6%。 

为了了解大学生网络购物行为的现状，近期，

笔者在广东十五所高校的 2000名大学生中进行了一

次关于网购行为状况的调查。本次调查涉及广东省 

15 所高校，他们分别是：中山大学、广东中医药大

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民族师范学院、广东商学

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湛江师范学院、韩山师范

学院、韶关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阳江职业技

术学院、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学院、广东培正学院。从被调查

学校的类型来看，有“985”“211”综合性重点大学、

理工科院校、经贸类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以

及高职院校；从学校所处的地区来看，广州高校 7

所、珠三角地区 2 所（1所本科 1 所高职）、粤北地

区 2 所（1 所本科 1 所高职）、粤东地区 2 所（1 所

本科 1 所高职）、粤西地区 2 所（1 所本科 1 所高职）；

从学校的所有制性质来看，有公办大学，又有民办

高校。可见，本次调查选取的学校覆盖面广，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被调查的学生样本，考虑男生、

女生，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各个年级，文科、

理工科、医药类、艺术类、体育类，本科、专科比

例的均衡。此外，笔者还对本校 50名大学生进行访

谈，以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网络使用率近乎 100%，

网购使用率达到 85.36%，数据显示，网络购物在大

学生中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网络购物

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给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带

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它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使大学生的全面发

展面临新的挑战。因此，研究网络购物对大学生全

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消极影响，为规范网络购物

方式，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购物给大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的机遇 

18到 19 世纪之间，资本主义空前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在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

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

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2]
。但由于社会的分工，造成人的身体某一

部分或者某一方面能力的“畸形发展”；一部分人的

发展是以另外一部分人牺牲发展作为代价的。由此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于人的片

面发展而言的。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全面发展”，指

的是个人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多方面的、

充分的、和谐的、自由的发展。
[3]
在这里，“个人”

是复数，是指“任何人”而言，而不是指单个的“个

别人”。马克思所说人的全面发展包含四个方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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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个

性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网

络购物作为一种新兴的购物手段，已经融入到大

学生的生活，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改变着

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给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带

来了机遇。 

（一）网络购物刺激了大学生需要的全面发展 

一般来说，需要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基本范畴，

它指的是包括一切生物有机体（人在内）内在的，

所有生物共有的一种特殊本性，为了维持正常运转，

这个有机体必须从事的一种摄取状态
[4]
。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存的

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这其实可以归纳

为两大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可以说，人类的

一切实践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或

者精神需要。于是，人的需要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

提条件。 

通过对大学生网络购物行为的调查，我们发现，

网络购物刺激了大学生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其中包

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

一，从大学生网购的动机来看，68.37%的大学生是

因为网上“商品多多”，22.18%的大学生认为能“买

到满意的商品”；还有的大学生认为网购“新鲜好

奇”，可以“消遣放松”。由此可见，大学生的网购

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既能满足物质需要，同时也获

得了精神享受。第二，从大学生经常使用的购物网

站来看，使用率最高的是淘宝网，有 88.08%的大学

生光顾过，其他还有京东商城、当当网。这几个购

物网站，提供的货品包罗万象，涉及大学生的衣食

住行用，同时也包括书籍和电子产品。其中，既有

销售物质产品为主的购物网站，也有以出售精神产

品为主的网络商家。第三，从大学生网购的商品来

看， “服装及箱包”占 54.9%，“图书音像文具”占

18.05%，“数码通讯产品”占 10.14%。可见，大学生

网购的商品，不仅有物质产品，也有精神产品。 

（二）网络购物提升了大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把人的能力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

内容。他认为，人的能力是人的内在力量，它通过

人类自身得以表现和确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

开的展示”。人的的能力主要包括体力和智力，也包

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能力、潜力

和现实能力等等。人的能力的发展是在劳动中得以

实现的，马克思指出，人的体力和智力都得以发展

之后，人的能力才得以全面发展。在人的体力发展

的同时，智力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 

网络购物提升了大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购物提升了大学生对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操作能力。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

技的发展，网络给人们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愈加广阔

的空间。在网购的过程中，大学生在网上搜索自己

需求的商品，通过对比选择，确定自己所需的商品，

通过网上银行或者支付宝等支付手段付款，收到并

使用商品后，在网上对商家的服务及商品等进行评

价。与传统的购物方式对比，网上购物是在虚拟的

环境中进行，电脑和网络是主要的购物工具，网络

购物提升了大学生对电脑和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技

术的操作能力。其二，网络购物开启了大学生的创

业渠道。网络购物不仅为大学生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也给他们的创业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调查中，超

过 12%的大学生表示有开过网店的经历，超过 19%的

大学生表示以后要开网店。 

（三）网络购物促进了大学生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人的个性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所谓人的个性是指人的性格、心理、行为、兴趣、

爱好、气质等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独特气质，是个

人的心理素质和社会活动素质等各种素质的集合。

人的个性包括人的个别性和独特性等。由于先天遗

传和后天环境的不同，每个人都有着他的与众不同

之处。马克思认为，人的个性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人的依赖关系、以物为依赖的人的独立性、以

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转化成为

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把人分

成“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

人”是指不能适应社会的，缺少独立自主能力的个

人；“有个性的个人”是指具备社会适应能力，也就

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就是

实现从“偶然的个人”到“有个性的个人”。 

网络购物促进了大学生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

要表现在大学生作为网络购物的群体之一，其网购

行为呈现出一系列的特点。第一，大学生网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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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极高。《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网购用户规模达到 6.10

亿，占全国人口的 44%。而笔者调查的结果显示，大

学生的网购使用率达到 85.36%，是普通用户的两倍。

第二，大学生网购的商品独具创意。大学生网购的

商品，数量由多及少，依次为“服装、箱包”、“图

书、文具”、 “数码产品”等。可见，大学生的生

活丰富多彩，他们追求独特的生活方式。 

（四）网络购物推动了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使

人与动物区分开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然而，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法律关系、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等，其

中，经济关系起主导性作用。人的本质是社会性、

阶级性、历史性的统一，人的社会关系受到一定社

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个人发展极端片面的条件下，人与人也发生

了异化，从而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

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扩大发展

为前提，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 

网络购物推动了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

展。在网络购物的过程中，大学生们利用互联网，

通过淘宝、京东商城、一号店、当当网、卓越网、

蘑菇街、穿衣打扮等购物平台，对商品进行对比、

挑选、购买，通过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进行付款，

收到商品或者使用过后进行相互评价。在网购过程

中，大学生们通过阿里旺旺等聊天软件，间接地与

各种各样的卖家进行交流，有男的、女的，老的、

小的，国内的、国外的，还有各种民族、各种职业。

通过网络购物，大学生不仅购买到理想中的商品，

在情感、心理方面得到满足。网络购物，丰富了大

学生的社会关系网，也因此而推动了大学生社会关

系的全面发展。 

二、网络购物给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用辨证的观点看待事物，一切事物

都有其两面性，网络购物也不例外，它是一把双刃

剑，既给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使

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面临这新的挑战。 

（一）网络购物引发了盲目消费，造成奢侈浪费 

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而

人的需要又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一方面，通

过网上购物，大学生得到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

在网络购物的过程中享受到了快乐和新奇，推动了

大学生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网上购

物具备有方便快捷、应有尽有的特点，这容易引发

消费者的过度消费和盲目消费，从而造成时间和金

钱上的奢侈浪费。第一，网上购物造成大学生时间

上的浪费。调查显示，49.23%的大学生每月网购 1—3

次，9.05%的大学生每月网购 4—6 次；超过一半的

大学生每次浏览网页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51.81%

的大学生“浏览很长时间后购买”，21.03%的大学生

“浏览很长时间很少购买”，由此可见，网络购物，

占据了大学生一定的时间。第二，网络购物造成物

质方面的浪费。天猫、淘宝从双十一到双十二，每

个节假日促销活动连绵不断，当当网、京东网、一

号店的有买有送，引发了大学生们的冲动性消费。

另外，由于网上购物是通过虚拟的平台进行，大学

生根据商品的照片、商家的介绍、其他用户的评价

等来决定购买行为，所以经常会出现购买到的商品

不理想，要么就在家里挤压着，要么退货，造成商

品或者快递费的浪费。 

（二）网络购物引发了市场秩序混乱，造成诚信危机 

人的才能包括智力、体力、物质生产、精神生

产等。一方面，网络购物促进了大学生的网络操作

应用能力、创业能力等；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市场

秩序的混乱，网上交易出现某些不良的现象，使大

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对诚信有所质疑。调查显示，

14.63%的大学生尚未有网购经历， 85.36%的大学生

有网购经历。在没有网购经历的大学生中，65.78%

的大学生因为“商品质量无保障”而不选择网购，

46.51%是因为“担心售后服务问题”，21.59%“担心

配送有问题”。在有网购经历的大学生中，61.78%的

大学生在网购过程会参考“店铺信誉”，58.05%的大

学生会在意“卖家的好评率”。66.02%的大学生认为

“事物与商品描述差异大”是网购存在的最主要问

题。由此可见，大学生在网购的过程中比较重视诚

信因素。然而，近几年来，在网购中屡屡出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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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使大学生对网购中的诚信问题带来了质疑。 

（三）网络购物弱化了人的主体性，造成网络依赖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作用、地位，也就是人的自主、能动、自由和有目

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近年来，随着手机功能的

增加，3g、4g 网络的出现，qq 空间的升级、微信软

件的推广，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上网随时

随地可以进行，网络购物畅通无阻。各类网上商城、

天猫、淘宝、qq 空间、微店、嘀嘀打车，拓展了网

购的平台；货到付款、网上银行、支付宝、手机银

行，给网络购物提供了更宽的支付渠道。可以说，

网络购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然而，便利的网购

条件却容易使大学生迷失主体性，过分依赖网络。

渐渐淡化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慢慢失去对现实

社会的关注和参与，阻碍了自身的社会化的进程。 

（四）网络购物淡化了人际关系，造成人情冷漠 

网络购物以其低成本、方便快捷、新奇时尚受

到了大学生们的青睐。在网络购物的过程中，大学

生们通过网上交流发展了社会关系。但是，网络购

物作为一种网络交往模式，它是一种间接的人际交

往，这种间接交往会使现实生活的地缘关系、血缘

关系、业缘关系等直接人际交往相应萎缩，导致群

体纽带松弛，最终影响了社会化的进程。一个人如

果过多地沉溺网络，就会把自己禁锢于虚拟的世界，

从而影响了与现实世界的沟通，久而久之，人际关

系淡化了，人情也变得冷漠了。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引导大

学生网购行为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出发点

和立足点，也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

之义，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马克思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大学生网购行为引导的理论依

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5]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毛泽东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要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培育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江泽民同志强调人的综合发展，重视人的主体地位

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其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人的

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诚信友爱、充满

活力、安定有序”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和谐的人

际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生态条件。习近平同志在 2014 年 5 月 4日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95 周年讲话中提到：“广大

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

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

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

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6]
他提出了：

“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

有意义的人生”。
[7]
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为指导，对大学生网购行为进行引导，必须从国家、

社会、学校、个人四个层面进行。 

（一）政府应加强电子商务立法，为网络购物提供

有效的法律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

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

畴，完善的合理的法律制度将为适合生产力发展要

求的经济基础服务，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

量。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

律制度在不断完善。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97

年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2 年

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7 年十七大提出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 年十八大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相

关的法律有《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

品质量法》。在网络购物的立法方面，2011 年第三方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高峰论坛上，商务部正式发布了

《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2018 年 8 月

31 日中国正式出台《电子商务法》，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这对电子商务经营者、购买者的权利

和义务都坐出了明确的规定，对电子商务市场提供

了秩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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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应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的网购行为 

党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

高校应该以各种节日和纪念日为契机，以学生社团

和学生组织为载体，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校园文化

活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

值观，积极锻炼身体、珍惜时间，倡导诚实守信、

遵守网络道德。其次，高校应该充分利用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主渠道，结合“大学生与诚信道德”、“维

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大学生的就业与创业”、“科

学技术的利与弊”等内容，引导大学生注重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再次，高校可以把“电子商务”

作为选修课，让感兴趣的大学生掌握系统的电子商务

知识，为电子商务的就业与创业奠定理论和技术基

础。也可以把马云等电子商务明星作为榜样的力量，

引导学生拼搏向上，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和创业观。 

（三）家庭应倡导勤俭节约，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引领大学生网购行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关系的形成是道德赖以

产生的客观条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是

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观

念、道德行为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

同志在 2013年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

得者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

华民族宝贵精神品格……
[8]
2013 年习近平同志又提

出：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之思想观……
[9]

所以，家庭教育必须重视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传承，

合理引导大学生网购行为，倡导勤俭节约，实践“以

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 

（四）大学生个人应加强自律意识，在网购的过程

中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这里的“遵纪守法”是指大学生要拥有两种素

质：一种是思想道德素质，一种是法律素质。大学

生必须认真学习思想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内化为

自己的思想观念，并外化为行动，在网络时代的今

天，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服务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大学生个人加强自律意识，必须做到：首先，要有

正确的消费观念，网购适中。合理支配自己的时间

和金钱，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其次，要构建网购道

德人格，注重诚实守信。再次，要勇于创新，为网

络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培养法律思维方式，

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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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idance to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s full-scale development 

XU Jie 

(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510830, China ) 

Abstract：Recently, 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about 2000 students in 15 colleges in Guangdo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online shopping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to the full-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while with some 

challenges. It is a duty-bound subjec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at we should guide the 

students’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human’s full-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of Marxism, 

an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college, society and individual. 

Key words：human’s full-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college student; online shopping; guidance 

http://www.baidu.com/link?url=x7DMo6cYm8EE_F1WIw2K29zdnc6HNka7Q0EyQvc64o9wgig2JGIh0dNvv6Mll5rE3Sj0UKdI5-rWQNMgPq2biK3SYcd2agktGMWTeTsj2NIW2vNInMkkxlN1t4lfJN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