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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月光族”的形成机理及社会后果 

——以广州市青年为例 

 

王雨磊 

（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 广州，510050） 

 

摘要：研究发现，广州青年中有三成成为“月光族”，都市“月光族”的形成机理主要有四个方面：消费主

义的强势拉动，都市工薪层的生活方式为消费带来的便利，家庭义务空窗期的不断延长为“月光”减少了

阻力，青年消费者时尚和求新的渴望也增加了“月光”的倾向。与“月光”相伴而生的是“啃老”，这二者

都是当前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型的后果，是转型不彻底的过渡形态的表现，对于社会和家庭的长远

可持续发展都有较大威胁，理性消费，避免过度消费，建立公民社会视域下的消费支持制度是解决的问题

的可行之策。 

关键词：广州青年；月光族；啃老族；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一、青年消费研究中的“月光族”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
【1】

，学者对于我们已然处于消费社会

是肯定的，而且已经有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2-3】。有学者多番强调现在青年人消费主义盛

行，批评青年人消费奢侈，在既有的实证研究中，关于青年的消费研究已经颇具规模，对于

青年消费的心理状况及消费状况较多的研究
【4-5】，其中一个较为受到关注的议题是关于“月

光族”
【6】，“月光族”是指这样一类群体，他们每个月基本将收入用光，甚至收不抵支，

成为“负翁”。 “月光族”的行为特征表现在：1）最明显的是入不敷出，账单经常亮红

灯。这是月光族最主要的体现。2）“月光族”储蓄意识淡薄，金钱在他们看来是用来追求

理想生活方式的手段和工具。3）消费者本身追求时尚，对待名牌产品趋之若鹜，而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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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寿命短。4）“月光族”力行消费主义策略，以消费作为生活重要目标和解决问题方法。

5）“月光族”其中一部分是“啃老族”。6）大部分“月光族”支持信贷消费等提前消费

方式。这种状况较多地出现在青年群体，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然而既有的文献主要是从学理的层面对“月光族”进行探讨，并没有使用大样本的实

证数据进行验证，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广州市青年消费的数据来验证，是否存在“月光族”这

样一个群体，如果存在，他们在广州青年中大概占到多大的比例，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

“月光族”的形成机理和社会后果进行探讨。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生产和消费都非常发达的国际都市，用广州的青年的

消费状况来研究“月光族”，非常具有典型性，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广州市团校、广州市

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于 2009 年 12 月到 2010 年 6 月所做的实证调查数据，本次调查共发

放 150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375 份。抽样主要基于 2005 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广州市 2009 年统计年鉴数据以及 2007 年中国市场与传媒研究数据（春季），在广州

市 12 个区（县级市）15 岁-35 岁的青年中进行抽样。经过样本剔除，本研究的样本量缩小

为 852 个，本研究的观察对象包括已经工作了的广州青年。 

 

二、都市中的“月光族” 

 

以下各表分别是广州青年在收入、支出以及收支上的分布。根据调查数据，目前广州青

年的月平均收入是 3163.45 元，大部分的收入集中在 2000 元到 4000 元之间，而且月收入

分布相对集中，这也符合青年人刚刚步入社会收入并不丰裕这个现实情况。最高收入的案例

是 53194 元，可见广州青年中也存在高收入者。高收入为高消费奠定了基础，在生活成本

相对较高广州，高收入是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调查显示，广州青年的月均消费金额是 2271

元， 根据表 3 得出，广州青年有 28.5%的人是收不抵支的，也就是他们成为“负翁”了，

30.5%的人“月光”了。也就是说，在广州，有三成的青年人是“月光族”。 

表 1 广州青年收入分布  

 人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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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元以下 209 24.5 24.5 

2000 元到 3999

元 
432 50.7 75.2 

4000 元到 6000

元 
148 17.4 92.6 

6000 元以上 63 7.4 100.0 

共计 852 100.0  

 

表 2 广州青年支出分布  

 人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2000 元以下 461 54.1 54.1 

2000 元到 3999

元 
291 34.2 88.3 

4000 元到 5999

元 
62 7.3 95.5 

6000 元以上 38 4.5 100.0 

共计 852 100.0  

 

表 3 广州青年收支分布  

 人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6000 元以下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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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元到-5999 元 3 .4 1.2 

-2000 元到-3999 元 33 3.9 5.0 

-1 到-1999 元 200 23.5 28.5 

0 元 17 2.0 30.5 

1 到 1999 元 446 52.3 82.9 

2000 元到 3999 元 111 13.0 95.9 

4000 元到 5999 元 14 1.6 97.5 

6000 元以上 21 2.5 100.0 

共计 852 100.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月光族”都具有什么特征。根据表格 4，“月光族”主要集中

在 24 到 30 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上限是大专和本科学生毕业的年龄，下限则接近都市青

年结婚的平均年龄，而根据表 6，60%的“月光族”是未婚者，未婚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

家庭责任较轻，这让他们即使花光工资也不会有过多负疚感。同时我们根据表 5，也可看到

女性“月光”的比例高一些，略高 13 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学者关于“爱花钱

的女人”的结论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在职业方面，最容易“月光”的职业多是公司文员、工

厂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表4“月光族”的年龄分布 

年龄组 人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5——18岁 6 2.3 2.3 

19——23岁 41 15.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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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岁 173 66.5 84.6 

31——35岁 36 13.8 98.5 

35岁以上 4 1.5 100.0 

共计 260 100.0  

 

表 5“月光族”的性别分布  

 人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男 113 43.5 43.5 

女 147 56.5 100.0 

共计 260 100.0  

 

表 6“月光族”的婚姻状况  

 人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未婚 154 59.2 59.2

已婚 106 40.8 100.0

Total 260 100.0  

 

广州市的青年人又是如何看待“月光族”这件事的呢？调查数据显示，有50%的人反对

“月光族”的生活方式，而公开支持“月光政策”的占15.4%，剩下的就是态度暧昧不清的

人。而与此同时，男性与女性在各个态度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这说明“月光族”的生活方

式已经被一部分人认可并坚决执行，而在另外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这种生活方式，处于中间的

大部分人在态度上并没有明显的导向，很多情况也不得不“月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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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情况呢？原因在于“月光族”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被冠上“月光

族”这个称号就等于被贴上了贬义的标签，被定义为一个不知道节俭和不知道储蓄的奢侈人，

甚至说是败家子，不会过日子。当然，即使实行了“月光政策”，青年人也不甘愿戴上这样

一顶帽子。 

 

三、“月光族”的形成机理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月光族”的行为看上去似乎很难理解。因为按照经济学的

理论，人们的消费一般是与其当前和未来的收入呈现正相关的，在收入水平恒定的情况下，

理性的个体总是要平衡未来和现在的消费分配。显然，“月光族”不符合这个理论，那么，

问题是为什么在广州这样一个高收入的大都市中，会出现这个多“月光族”？以往学者在讨

论这个问题时，常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年轻人贪图享受、过度消费，实际上这种论断，

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道德判断，他预设了一个道德标杆，即勤劳节俭是美德，消费主

义是罪恶。然而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我们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必须价值中立，

我们首先要将“月光”行为视为一种中性的，抛开价值判断的社会事实，然后我们再来研究

这种行为本身的社会机理及后果。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希望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月光族”

是如何形成的。 

（一）消费主义“制造消费者”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利亚指出，当代消费社会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生产社会的结构

性特征：在生产社会中，消费行为是依据人的真实需求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但在消费社会中，

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的关系会背离得越来越远，商品及其形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

体”，不断地刺激人的欲望并驱动人的行为选择，从而有可能使消费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狂欢。

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所消费的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是一个象征的符号，

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消费不再是一种满足人类物质需

要的行为，它所具有的也不仅仅是一种享受功能。正如鲍德里亚所看到的，消费成了一个系

统、一种道德、一种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它所起的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功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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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到来的标志是，社会从匮乏走向丰裕。匮乏的社会主张一种节俭主义，因为生

存的必要消费品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而在丰裕社会，消费品供大于求，将不断增长的生产力

带来的消费品消耗掉转而成为了问题，传统社会是一种生产者社会，主张节俭主义，而现代

社会是消费社会或消费者社会，主张消费主义，王宁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消费欲望不断膨

胀、进而不断追求欲望满足的心理机制，消费主义体现为欲望的超越性和无终点性，欲望的

满足成为人生的一种重要目的
【8】，消费主义体现为一种追求欲望的即期满足，而非滞后享

受，而同时对消费欲望的谴责也也已经不如匮乏社会那样强烈了，甚至追求欲望在主流文化

中不断获得合法性。 

为了将不断增长甚至过剩的消费品销售下去，消费主义需要制造一个欲望不断膨胀的消

费者。在西方语境下，起作用的主要是市场主体，市场通过广告、超市、时尚工具等将一个

虚拟的“消费者”形象逐渐变成现实。这一点，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同样是适用的。而在中

国语境下，国家与市场合谋，为消费者的制造进行了强力的政治加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中

国的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王宁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通过“解放效应”，国家享有高

度的政治合法性，故而得以施行抑制消费以满足工业化的政策，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合法

性在文革中基本丧失，国家不得不重新从私人消费中重新建立合法性，于是国家大力推行效

率逻辑，鼓励私人消费，消费主义得以在国家的庇护之下迅速崛起
【9】。所以，在市场和国

家双重作用下，中国的消费主义迅速盛行起来。 

在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的调控手段慢慢让位于市场经济的调控手段，在资本驱动

的经济形态下，特别是生产过剩的宏观背景下，资本与市场大力地通过媒体广告来宣传消费

主义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有自己的价值载体，而且是相互配套地出现在消费者的面前，琳

琅满目林林总总让消费者应接不暇。比如一般国人的普遍消费理想是“有房有车”。 

消费主义对消费者的制造和改造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从人生价值和生

活的意义方面都与传统社会的节俭主义大不相同，消费主义强调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重视

现实的理想和自我实现，奉行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这对于青年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之大

的，过度消费和不理性消费成为部分都市青年奉行的基本生活习惯。“月光”甚至变成一种

时尚。 

（二）都市工薪层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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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lifestyle）是研究消费的重要概念，在其他研究领域也被普遍采用。在本研

究中，“月光族”的形成与都市工薪层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首先，都市工薪层普遍采取月薪制的工资结算方式，这是一种周期性的结算方式，它保

证了工薪层只要有工作，就能定期领到薪水，如此，“月光”只会带来暂时性的拮据，却不

会对生存和生活带来致命性的打击，这与传统农耕社会的结算方式不同，在农耕社会，结算

方式一般以农作物的收获为周期，“青黄不接”一词就是结算周期间隙带来的生存周转困难，

而冬季和早春往往是饥荒产生的高发阶段，而且农耕社会的居民储蓄率也较大，因为结算周

期过长，其中存在各种不可知因素，天灾人祸都有可能让一个原本的小康之家迅速陷入经济

困境，但是大都市的月薪制重新安排了都市工薪层的资金流，这也让储蓄在某种程度上变得

不那么必要。 

工薪层的收入虽然能够保证基本生存，但是面对铺天盖地的消费诱惑，收入是远远不能

满足的。卡尔德在《为美国梦买单》一书中具体描述了信用卡这一消费方式是如何被美国人

普遍采用的，其中他指出，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造就了一个工薪阶层，他们的

工资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底线是可以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品，但又不能满足不断增长

的消费需求，所以信贷消费变成一种必要手段。
【10】

“月光族”大多为工薪层，固定的月薪

制是“月光”的直接原因。 

其次，都市生活的时间安排为消费提供了便利。涂尔干认为，时间安排从根本上说是一

种集体生活的社会后果
【11】。农村社会是没有周末的概念，农忙起来甚至不分昼夜，农闲时，

整天整月的都会休息，都市生活则不然，以周为单位的工作时间，并穿插节假日，这种时间

安排与消费的周期不谋而合。固定的忙闲交换，让工薪层不断转换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

他们被告知，也确信，工作是为了消费，消费可以让自己更好地工作。 

（三）不断延长的家庭义务空窗期 

中国是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
【12】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这种关系来源于

家庭
【13】

，家庭也好，关系也罢，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义务。延续香火、维持家庭

正常运转，是一个很重的压力。但是家庭义务并非对于每个年龄段的都一样，本尼迪克特认

为，在西方社会中，对于小孩和老人的压力较大，管束较多，而中青年人相对较为自由，但

是东方则相反，老年人和小孩子可以较少地受到社会管束，中年人则需要承担很重的社会压

力，包括家庭压力、舆论压力、人情压力
【14】。这也导致青年人普遍有一种“不愿意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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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因为青年阶段有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成熟的时期，这个过渡不仅意味

着年龄的增长，自由度的增加，也意味着义务的增加，尤其是家庭义务，家庭义务伴随着结

婚，新家庭的建立而产生。在上文的数据中，我们发现，60%的“月光族”是未婚者，年龄

在24-30周岁之间的“月光族”比例最大，这是因为24-30周岁之间的或未婚的青年家庭义

务较轻，相对而言，女性的负担家庭的义务要稍轻于男性——尽管这一点已经在现代社会中

慢慢在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女性“月光族”的比例要大一些。 

传统社会中，青年的生命历程一般主要是从父辈家庭到自己家庭的转换，家庭与家庭

之间并没有太长的空窗期，这保证了父辈价值观的延续，生产和积蓄都在稳步发展，家庭生

活有条不紊，然而都市生活彻底打破了这一点，在都市社会中，结婚年龄渐渐推迟，而且赡

养父辈家庭的压力也日趋减少，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可以得到类似结论，现在的打工

者越来越不再为生存而工作，不再为减轻家庭供养压力而工作了。都市社会降低了家长权威，

增加了社会流动，致使父母对青年群体的管束和规劝影响都变小，青年群体更倾向于自我实

现，追求自由，相应地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以减少自己享受生活的阻力。甚至出现了丁克

家庭和单身贵族。这个家庭义务的空窗期为过度消费、“月光”行为消除了阻力。 

为了消除这种阻力，青年群体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将行为和心理幼稚化，亦即虽然年龄

已经迈入成年人的行列，但是在心理上不承认自己已经迈入成年人的行列，在行为上继续“扮

嫩”，从言谈举止和服装、用具等方面继续沿用幼儿行为，这实际上是在人为延长家庭义务

空窗期，拒绝面对和承担即将来临的家庭义务。 

（四）青年群体的时尚需求 

坎贝尔认为，时尚的本能是求新
【15】，齐美尔则认为，时尚是追求同质性和异质性的

结合
【16】。时尚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社会倾向，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而另

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

子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行为中，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界限不断地被突破。青年群

体本身的求新欲望就特别强烈，再加上处于广州这个大都市之中，都市是消费主义的前沿阵

地，物质的极大丰裕在都市社会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大都市也是时尚与潮流的聚焦点。 

时尚的话语告诉消费者不断追求新鲜的品味和消费品，市场用不断翻新的花样来打动

消费者。在传统社会中，消费品的使用期限是以物理寿命为准的，只有当消费品失去了它的

物理功用之后，它才会被舍弃和代替，然而消费社会则不同，消费品的替代是以社会寿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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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的，时尚在不断创造新的消费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暗示和明示消费者舍弃旧的、过时

的消费品，让消费者喜新厌旧，不断追求新的欲望载体。在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数码产品，

比如手机。， 

时尚的追求、求新的渴望是无止境的，但是青年群体本身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这两

者的矛盾就产生了预算失衡，导致了“月光”。 

所以，市场和国家主导的消费主义带来了消费生活的极大丰盛，制造并培育了欲望不

断膨胀、不断追求欲望满足的消费者，“月光族”就是典型的消费主义代表，他们身体力行，

奉行消费主义，追求物质享受和自我实现，都市工薪层的生活方式为“月光族”提供了经济

和时间上的保证，而一个不断延长的家庭义务空窗期则将减少了“月光族”奉行消费主义主

张的阻力，减少了他们心里的压力和负疚，同时，青年群体本身的求新的渴望被都市的消费

时尚不断激发，也拉动了消费，加速了“月光”。这四者，消费主义是强大的拉力，生活方

式是基础，家庭义务空窗期是不断减少的阻力，青年群体的时尚需求是助力，共同造就了“月

光族”的形成。 

 

四、“啃老”：一种“月光”后的“关系剥削” 

 

“月光族”在广州中占到三成，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比例，但是收不抵支的现状是不可

能长期维持的，即使使用信贷消费的方式暂时缓解这一困境，但是信贷支出总归是要还的，

信贷消费的延续性必须建立在信贷消费者本身具有稳定和一定水平的收入，否则难以为继，

况且现在中国的信贷消费制度仍然不够完善，所以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只能指向社会网络，

其中包括父辈和配偶。目前60%的“月光族”是未婚的，这说明向父母伸手的可能性较大（当

然不排除未婚同居下男女朋友的相互支持），调查数据显示，有大约10%的人公开表示赞同

“啃老族”的做法，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援助，也许他不认为自己是“啃老

族”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认，因为“啃老族”和“月光族”一样，在词义上都有些负面

的成分，被调查者迫于污名化的标签，很难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实“啃老族”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也不是广州青年群体中独有的现象。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当时15-29岁的青少年共有31494.5万人，其中“啃老族”



大珠三角论坛                                                                                                                                        2011年第 3期 

  40

就有1152.7 万人，占青少年总人数的3.66%。近年来“啃老族”在不断升级壮大，劳动部

《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
【17】披露：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 能够实现就

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2.3%；据中国老龄中心调查，我国65% 的家庭存在着老养小

现象，有30% 的成年人被老年人供养着。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大

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有的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并有发展扩大趋势。根据上海市有关

部门的调查，2002 年全市青年人失业总人数达63000 名，其中具有大中专、本科，甚至研

究生学历者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普陀区长风街共有“啃老族”255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者就有85人；市总工会2008年9月发布的《上海市职工劳动就业状况分析及趋势研究》

显示：大专以上毕业生“啃老族”占青年失业总人数的比重约为26.1%。
【18】 

实际上“啃老”是消费预算失衡的后果，不尽然是“月光”的后果，“月光”也不一

定直接导致“月光”，大致讲，“月光”与“啃老”是一对伴生的社会事实，“啃老”是一

种应对“月光”的策略，主要表现为成年后仍然与父母同住，接受父母的日常照料和经济援

助。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即关系嵌入性。
【19】

“啃老”在本质上是

一种关系剥削。中国依旧是一个关系社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关系社会

意味着社会的组织方式仍然是家庭关系及扩大化的熟人网络，关系不仅意味着社会连接和一

种社会团结的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社会义务，在社会保障和信贷消费都不能对青年群体

的消费赤字进行保障的情况下，向家庭义务扩展是一种权宜性的后果。“啃老”实际上是一

种纵向的代际剥削，它以牺牲父母的经济储蓄和家庭劳动，换取子辈的消费享受，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动用父母积蓄为儿女买房。 

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使得亲子之间的物质依赖关系看起来理所当然，为“啃老族”提

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家族联接和祖辈继承的重视是尤其突出的，父辈对

子辈的抚养义务以及子辈对父辈的赡养义务是非常坚固的，而且这种伦理义务关系是没有时

间限制的，十八岁成年在西方可能就有标志性的法律和伦理意义，但是在中国，即使子辈娶

妻生子了，父辈对其的义务和责任也不会衰减，反而有递增之势。在年轻一代结婚之后，父

辈对子辈的儿女提供日常服务在两辈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子辈在大的消费项目上力

不从心，往往是父辈代为出力。这种文化上的伦理关系其实是现代中国一个最大的粘合剂，

楼市房价天天涨，但是有这一张文化船票，都市青年的消费梦还是可以度过难关，顺利抵达

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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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时空背景看，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是“啃老族”的一个客观趋势。上世纪八

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中国的人口膨胀问题，但是人口增长的急刹车也带来了它

的负面效果，其中一个就是人口的倒金字塔结构，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城市生活的

高压力和高成本使得城市居民本来就不太愿意多生育，计划生育的普及更使得家庭结构日趋

萎缩，甚至“421家庭”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势下，祖辈和父辈势必会或多或少地溺爱自己

的孩子，对于自己孩子的照顾和支持也比上一辈的人多很多。而且从孩子出生就加起来的砝

码也不可能在孩子成年之后马上减下来，这种长期的溺爱使得父母和子女都适应了这种亲子

关系。所以在成年之后，即使父母对子女提供了很多的物质支持，在他们双方看来可能都并

不认为这是“啃老”。从生命历程理论来看，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结婚年龄延后，“精神

断奶”的期限也往后拖延，他们的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的程度也比父辈低很多，在心理上他

们对于父辈的依赖还是很深。 

 

五、“月光”和“啃老”的社会后果 

 

30年来经济发展，制造出今天中国的不成熟的消费者社会。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让渡，其本质仍是一个私民社会。作为私民的消费者，在追求消费

主义生活方式时，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后果是持冷漠态度的。[20]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

社会是一个混杂了消费主义和节俭主义的综合体，“月光族”体现的是迅速膨胀的消费主义，

而“啃老”则是持消费主义理念的子代和持节俭主义理念的父辈之间的一种权宜和妥协。 

消费虽然是现代社会消化庞大生产力的必要出口，但是“月光”是不值得提倡的，“月

光”是一种预算和欲望不匹配的后果，是不谨慎消费和消费过度的后果，美国的次贷危机也

是由过度消费造成的。拉动内需和扩大消费是时下非常强势的话语，这样就意味着消费的合

法性日渐强势，然而消费必须建立在青年消费者本身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消费的拉动

以及消费梦想的满足是建立在没有长远规划的寅吃卯粮的基础上，那么结果要么是不能持

续，要么就是陷入财政危机，过度消费对于青年群体的生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的，

尤其是即将面临组建家庭和繁衍后代者，过度消费的习惯势必给他们带来庞大的经济压力。

另外，将过多的钱投入消费，也就意味着更少的钱投入学习、自我提升以及生产性投资，这

对于青年群体的长远发展也有潜在的威胁。“月光族”的消费主义无形中也会瓦解人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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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正感，加剧贫富分化，对社会和青年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国家和市场在推行拉

动内需、扩大消费的消费政策时，是没有特别针对消费群体而言的，一方面，青年消费者被

制造了很多梦想，但是另一方面，青年消费者却没有相应的适当手段来满足、实现这些消费

梦想，如买方买车。所以，我们也必须反思当今的消费政策。 

“啃老”同样也是预算与欲望失衡的后果，相对于“月光”而言，“啃老”的后果要

更为负面一些。在日常生活方面过分依赖父辈，会进一步延后“精神断奶”的时间，为青年

尽快培育独立人格，组建家庭，承担家庭义务带来了阻力，这对他们完成生命历程的转换带

来了麻烦。而且，“啃老”也给父辈带来了经济和生活压力，最直接的伤害子辈的消费项目

用去了他们的积蓄，对他们的养老构成威胁，长远看，赡养义务也会被过度消费的预算失衡

所侵蚀。 

“月光”和“啃老”都是非理性消费的后果，是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型的结果，

也是这种转型不彻底的表现，很显然，在这个剧烈的转变和过度阶段，我们社会包括青年群

体及其父辈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熟练的和理性的应对策略。对此，我

们应有所警惕，并且要加以预防。从青年人本身讲，要学会开源节流。消费必须与收入相当，

很多“月光族”首先必须摆脱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在消费和投资（包括资本投资和人生投

资）之中进行合理权衡，在消费之后不可荒废工作，更不可沉溺于消费世界之中，满足于消

费世界为自己带来了物质享受。 

消费社会的合理运作应与市民社会的培育结合起来，改变“私民社会”，建立“公民

社会”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由之路，解决“啃老”问题，长远看，必须从公共领域建立起积

极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支持制度；否则，一味依赖私人社会支持网络，不仅不利于公共福

利事业的发展，对于私人家庭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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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 of Moonlites  

——Take Guangzhou Youth as an example 

 

WANG Yu-lei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Guangzhou，510050，China） 

 

Abstract：30% of Guangzhou youth have been proved to be moonlites. This is due to the powerful 

pushing of consumerism, the convenience from the lifestyle of urban labor, the extending vacancy of 

familial obligations and endless desire of youths to pursue fashion. The NEET as well as moonlites ar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producer society to consumer society, and 

might endanger those concerned families and society. To consume rationally, and avoid 

overconsumption, and construct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consumption in the civil society are feasible 

strategies.   

Keywords：Guangzhou youth;  Moonlites; NEET; consume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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