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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活动。人们进行消费，实质上是创造、维持或改变自己的认同。以毕

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认同的社会学视角对大学生的求职消费进行分析，发现求职消费服务于认同的形成和塑

造，并体现了社会对个体形象的规范和预期。求职消费活动体现了大学生的群体归属感和群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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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认同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事实，消费在社

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它既是构建认同的原材

料，又是认同的体现和表达[1]。正如人类学家弗里德

曼所言：“在世界系统范围内的消费总是对认同的消 
费。”[2]可以说，认同是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

角色、形象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从个

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人的认同可以看成由个体认

同和社会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认同是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内容[3](69)。认同还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化

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在与其他人(父母、教师、同
辈群体)的合作和互动中形成自己的认同，个体认同的
变动程度同社会的变动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处于转

型期社会，人们的认同极易发生变动。而大学生的求

职消费活动作为大学生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

种特别重要的认同活动，又是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不

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在经济危机及严峻的就业形势

下，我们在分析长沙市 Z大学毕业生求职消费活动调
查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明确了毕业大学求职消费活

动的内涵，进一步从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角度对毕

业大学生求职消费活动进行分析，以探求毕业大学生

求职消费活动深层次特点和消费逻辑。这对于引导大

学生形成健康正确的求职消费观，降低大学生的求职

成本，指导大学生更加有效合理地寻找工作，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毕业大学生求职消费的内涵 
 
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所谓消费，是指在现 

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在生活中为满足其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和需要，对物质产品、精神产品、

劳动力和劳务进行消耗的过程，人们常说的吃穿住行，

以及看电影、旅游等都属于消费[4]。从社会学的角度

定义消费，则指的是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

为了满足其需求和需要，对终极产品(物品、设施或劳
务)的选择、购买、维护、修理或使用过程，该过程被
赋予一定意义、并导致一定的满足、快乐、挫折或失

望等体验 [3](1)。从认同的视角分析，消费与认同的关

系是辨证的，认同决定消费，消费又表达认同；消费

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在消费过程中，人们借助于可

感知的商品符号来表达、体现和传播自己的认同[5]。 
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在

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求职消

费成为大学生消费的重要内容，并呈逐渐上升趋势。

所谓大学生求职消费，是指大学生为获得职位而进行

的消费，主要包括书面包装、个体形象、交通及通讯、

考试、人情及其他涉及就业的消费等。具体而言有：

为求职制作简历，为应聘包装自己，为参加招聘会购

买门票以及各种交通、通讯的费用，还有为找工作托

关系的花费，甚至找到工作后请客的花费。此外，还

包括大学生在本科四年期间为就业而参加各种考试所

进行的消费，如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以及

各种职业资格认证考试等等。而从认同的视角对毕业

大学生求职消费进行分析，目的是分析认同如何决定

求职消费，求职消费又是如何表达认同的。也就是说，

在求职消费过程中，毕业大学生如何通过各种求职消

费的商品符号来表达、体现和传播自己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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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体认同与毕业大学生求职消费 
 
个体认同又称自我认同，指的是自我发展的过程，

也是自我社会化的过程，通过此过程，人们形成了对

自身以及其同周围世界的关系的独特感觉。消费活动

是构成个体认同的选择、维护、创造和管理的重要方

面。个体的消费活动接受个体认同的指导、支配和影

响，也是塑造个体认同的原材料。人们消费什么和怎

么消费，不仅是对自己可支配的货币的反映，也是人

们对某种价值事物的认同行动的反映。“我”消费什么、
怎样来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
定位和评价，这就是自我认同的表现[6]。而人们的消

费活动也是围绕着自我认同进行的，人们并不能超越

自我认同的边界进行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认同不相

符合的消费活动。人们的消费活动实际上也是在特定

的认同秩序内对消费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消费活动过

程中，人们借助于可接触的商品符号来表达、体现和

传播自己的认同，这一过程中又形成了消费文化，而

自我形象正是通过消费文化创造出来的认同作品之 
一[7]。 

(一) 自我形象消费与认同 
自我形象是指包括个体的模样、体形、身材高矮、

肤色、年纪、健康状况、穿着打扮、形象气质等外表

及其整饰。毕业大学生在当前的就业环境和社会政策

下进行的求职消费活动中，涉及到个体形象消费、书

面包装消费等，正是自我形象的体现。打扮、修饰、

美化个体外貌等一系列消费活动，也正是通过消费符

号来显现个性化的个体认同。对于毕业大学生而言，

自我形象对个体认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

义。一方面，外表可以成为个体认同的表达符号；另

一方面，外表又是个体认同的一个构成部分，如胖与

瘦、高与矮、白与黑、清洁卫生与肮脏邋遢、风度翩

翩与萎萎缩缩等，都是个体认同的实质“材料”。 
在所有的外表构成中，人的脸部是最关键的部位，

脸的美与丑对个体的生活机遇和社会接受程度有着重

要影响，它可以是个体认同的符号和缩写，也是构成

“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的依据之一。比如，人的审
美特性成就了不同个体的形象资本，而形象资本的多

寡对个体自尊、自信、认同的形成及定位都有明显的

影响。在求职过程中，毕业大学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缺乏形象资本的人通常会在某些方面受到用

人单位的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和排斥，从而失去获得职

位的机会。在调查中就发现，有 51.9%的被调查者遭
遇过就业歧视，其中遭遇外貌歧视的在被调查者中占

40.7%。 

此外，脸是灵魂的镜子，是自我的表现，为他人“读
懂”自己提供了线索和符号；又是社会交流和互动的主
要工具，而社会交流又迫使人们进行“印象整饰” [8]，

因而脸常常构成自我的面具和掩饰。面试是个体形象

展示的重要环节，也是和面试官互动的重要过程，调

查中有 69.2%的被调查者同意“个体形象在面试过程
中很重要”的观点，这也反映出自我形象在求职过程中
的重要性。尽管形象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决定的，

但化妆、美容、饰物和整容等方面的消费，仍然可以

维护或创造形象资本，同时，对脸部进行维护、加工

和美化的重要性正是受到脸对自我认同形成的重要性

的影响。因此，塞娜特认为化妆具有自我表现和自我

创造的功能[9]，也可以说化妆就是认同的体现。调查

中也发现，有 48.1%的被调查者为求职而专门购买化
妆品，希望在面试中更好地展示个体形象，其平均消

费达到了 322.52元，且在化妆和美容上所花的钱越来
越多，有的还专门进行了专业的个体形象设计。可见，

当前的毕业大学生相当重视自己的外表形象，希望通

过化装、美容等手段对脸部进行整饰，以维护或创造

形象资本，增加就业的砝码。通过进一步的卡方检验

知，性别与为求职购买化妆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同时 Pearson 检验相关系数为−0.44，这说明女大学生
比男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更喜欢使用化妆品，并且花

费不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

对自己脸的认同较低，更加愿意维护或创造形象资本，

体现和增加自我认同。 
同时，购买服饰也成为自我形象维护或创造的重

要手段。在任何时代，服装都是极为重要的有关风度、

风俗以及生活方式的符号，且作为形象符号的服装具

备自我形象认同和社会认同符号象征的功能[10]。在求

职过程中，男同学一般配备的是西装、衬衣、领带、

皮鞋以及公文包等，女同学也是着装职业化。调查中

发现有 61.4%的被调查者为求职而专门购买服装，其
平均消费为 399.18元，同时有 68.5%的被调查者同意
“服饰穿着对寻找工作有较大影响”的观点。进一步做
卡方检验知，性别与毕业大学生是否为求职而购买服

装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大多数毕业生愿意为求

职而购买服装，且男女大学生在求职时对服装消费认

识具有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服装作为展示

个体形象的重要象征，其消费正体现出了对自我认同

的维护和创造。 
(二) 书面包装消费与认同 
毕业大学生为了向用人单位推销自己，一般会精

心设计一份证明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材料。这些材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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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制作的简历、大学期间的各种优秀证书和考试证书

的复印件，有的还有自己的生活相片，甚至有专门到

影楼制作的艺术照、写真集等，而制作这些材料的消

费则正是为求职而进行的书面包装消费。书面包装材

料尤其是简历作为毕业大学生展现个体形象和能力以

及表达个体认同的关键材料，成为招聘单位筛选应聘

者的因素之一，所以，许多毕业生在书面包装上投入

了很大的精力和花费。在调查中发现，制作一份普通

简历大概需要 5毛钱，但需求量比较大，复印几十上
百份，需花费 20元左右；而精美型简历为彩印但量少，
一份简历就需要 10元左右。使用普通简历、精美简历、
两者都使用的被调查者分别占 80.9%、4.5%、13.6%，
有 62.6%的被调查者同意“简历制作的好坏是展示个
体形象的重要方面”的观点。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毕
业生简历消费适中，但并不是他们对简历制作不重视，

事实上，大多数毕业生重视简历的内容设计，他们力

求充实新颖，既能充分表达自我，又能用特色设计打

动招聘者。普通简历一般投给他们可以接受且自身符

合职位要求的岗位，而对于他们比较有把握的岗位则

会投递精美简历。调查同时还发现，部分毕业生投递

简历时，碰到招聘单位就投，或者是让同学参加招聘

会时代投，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 
 

三、社会认同与毕业大学生求职 

考证消费 
 
社会认同是研究消费群体的一个重要视角，它是

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似性

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和相

似特征，可以被看作是表明个体是谁的标志，并将该

人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人联系起来[11]。而一个集体

的相似性总是同它与其他集体之间的差别相伴而存在

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社

会认同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是指

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

外在方面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成员的群体归

类和划分[12]。社会认同是群体认同和社会分类这两个

过程互动的产物。从消费群体的划分和分类的标准可

知，毕业大学生群体年龄相仿，具有明显的人口统计

特征和生活方式，他们是一个明显的年龄群体。因为

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年龄、人生经验和阅历以及社会年

龄在生命周期里的特殊性，所以他们具有独特的社会

认同。而毕业大学生群体的内在认同是指对大学生群

体主观上所具有的归属感及大学生对自身的评价；毕

业大学生群体的外在认同则是社会对大学生的群体归

类和划分及对大学生群体的综合评价。此外，社会认

同是有边界的，群体成员主观认同或认定的边界是它

的内在边界；社会所赋予某个群体的边界是它的外在

边界，即社会分类所划分的边界。 

认同决定消费，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正是由“我”
对“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看法所决定的。通过对大学
生就业信息获取途径的调查发现，93.2%的被调查者
从学校就业网站获取求职信息。同时，通过对 Z大学
就业信息网的招聘信息分析发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

求中，除专业要求外，所有的招聘单位对英语水平都

有四级要求，部分有六级要求，还有部分城市的毕业

生户口迁移要求英语达到四级或计算机达到二级水

平。而明确提出有汽车驾照、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

优先考虑的单位也不在少数，同时，许多单位的招聘

条件包括了形象气质好、良好的中英文表达、计算机

操作熟练等条件。对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评价”的调
查发现，毕业大学生对外貌形象、个体特长、计算机

水平、英语水平、职业资格认证等因素与大学生的求

职关联性评价比较高。由此可知，用人单位和毕业生

自己对求职的影响因素和要求有相似的认同，并在两

者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被修改、创造，这也必然促使大

学生为寻找满意的工作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以

增强竞争力。因此，许多大学生参加了英语口语考试、

雅思托福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各种认证考试(如会
计考试、秘书考试等)，同时参加了各种相应的培训班，
这就促使了报名费、资料费、培训费等各种求职考证

消费的发生。同时，日益庞大的公务员考试和培训的

消费也成为毕业大学生求职消费活动的重要认同。 
 

四、结语 
 
从个体认同的视角分析，在一定的范围内，求职

消费是与人的外表形象的维护和创造分不开的。毕业

大学生对自我形象的认同体现了毕业大学生的求职消

费活动，如在化妆品和服装上的消费，而这些消费活

动也体现了毕业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认同塑造。求

职消费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对个体的形象(或认同)的规
范和预期，是人们在实践和创造中为社会所接受的“认
同”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和内容。从社会认同的视角
分析，求职消费活动体现了大学生的群体归属感和群

体认同。但事实上，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是相互联系

和辨证统一的，个体认同融合了个体的各种社会认同

成分，是各种不同的社会认同要素在个体身上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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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任何个体认同都是在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

离开了社会认同的个体认同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大

学生求职消费活动必须是毕业大学生群体所进行的，

它的存在必须与求职活动及用人单位对职业的认同有

关。而社会认同并不排斥个体认同的存在，它存在于

某一群具有个体认同的个体当中，也就是说，用人单

位提出的职位选择和职位要求，必须有合格的大学生

前来应聘，获得大学生对该单位职位的认可，这样，

大学生才会为获取职位而进行求职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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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Jian, CHENG Weibo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Consumption activity i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activity of identity, and people engaging in consumption are 
to create, maintain or change their identity in essence.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onsum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eking 
jobs from the identitition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We find that Job-seekers’ consumption agrees to the formation 
and shape of identity, and shows the norms and expectations of personal image; Job consumption reflects the sense of 
group and soci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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