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個物欲橫流，且信息化高速發展的年代，年輕一代很難不從

各種社交平臺中，窺探到一些富裕階級的人的奢華日子，這一些信息

碎片沖擊著年輕人的消費觀，物欲也不斷脹大，都說越來越多的年輕

人掉進了本錢的圈套，90 後從前被認為是「被本錢洗腦的一代」，是

「及時行樂」的代言人，在大部分人的認知裏，今世年輕人與「勤儉

持家」和攢錢無緣，但現實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現在不

少年輕人，已經心照不宣地敞開了攢錢形式，並享用攢錢。他們有著

高度自律的儲蓄執行力，能夠遏製自己的消費欲望，與「月光一族」

的日子方法逐步背道而馳。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表明，日子應該挑選以攢錢為主，適當享樂，

在開源的一起學會節流，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作業，認真做好消費

的規劃和記載，花錢開支不大手大腳，操控消費，為未來活的更有



「松弛感」打下紮實的基礎。 　　 　　年輕人也為了攢錢，做出了不

少的盡力： 　　 　　「深圳 90 後年輕情侶，為了省錢住進房車，解

決了通勤還自在溫馨」，一線城市昂揚的房租與漫長的通勤時刻或許

會讓很多人 望而生畏，但同樣也有人用其「攢錢的智慧」節約下了大

量成本，但這一省錢操作，也會被人質疑如此「極點」的攢錢方法是

否可取。 　　 　　更有一名女子因為「摳門」上了熱搜，她每年買衣

服不超過100元，很少在日用品上花錢，交通費全賴領券，工資 90%

都存下來，最終大學沒結業就買下了第一套房，32歲經過攢錢，再次

買下了南京的兩套房。 　　

实际相互结合让失业青年们运用和巩固了之前学习

的知识

　　這一攢錢形式同樣也引起了網友的熱烈評論，這一幾乎是「自虐

式」的省錢，真的有意義嗎？ 　　 　　但同樣，也有較為「佛系」的

年輕人攢錢方法。 　　 　　經過存定時的方法，一點一點來攢下平時

日子中剩余下來的錢，這也不失為一種既確保了自己的日子質量，又

能攢下一定存款的方法。 　　 　　還有網友說到，下降不必要的物欲，

把自己的消費開支都操控在剛需、合理的範圍內，這樣就能在確保自

己 的 日 子 品 質 不 會 大 打 折 扣 。



　　還有的年輕人，為了讓自己回歸理性消費，避免自己毫無節製地

刷卡透支淪為「卡奴」，挑選了封閉消費信貸。 　　 　　可見，年輕

人的攢錢方法大多以操控日子成本、定時儲蓄與下降物欲為主，跟著

年輕一代逐步進入職場，面臨各種開支的增加，年輕人也不得不打起

精神，並致力於使消費趨於理性。 2019 年 11月國內發布的首份出現

年輕人消費信貸狀況的報告——《我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中

說到，「調研也發現，32%的年輕人表明有清晰的存款計劃，且跟著

年紀與閱歷的增加，每月新增存款份額也有顯著的提升，近六成學生

和近八成上班族每月能存下 10%以上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