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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饮食消费心理学是研究饮食消费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

一、饮食消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任务

其研究对象是作为饮食消费活动中经营者和饮食者双方的心理活动、心理现象的产生、

发展及其规律。

研究人类各种不同的饮食消费现象、饮食消费需要、动机和行为，是饮食消费心理学的

任务。

研究饮食消费心理学的方法是：观察法、应用实践法、征询法、问卷法。

二、饮食消费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1．普通心理学为研究饮食消费活动中人的心理和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2．饮食消费心理的一般特征：盲目性、习惯性、目的性、选择性。

3．饮食消费心理的发展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

三、饮食消费者的感知觉、需要与动机

1. 饮食消费者的感知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音乐）与饮食消费心理的

关系。

2. 饮食消费者需要的类型：习俗性需要、求廉性需要、便利需要、卫生需要、求新需

要、求美需要、优越性需要。

3. 饮食消费动机三要素——需要的驱使、外界刺激、目标诱惑；

饮食消费动机的作用——始发作用、导向作用、维持与强化作用；

潜在饮食消费动机与购买行为、购买动机的可诱导性。

四、饮食消费者行为和群体饮食消费心理

1．饮食消费行为特点：目的明确、习惯稳定、选择消费对象、自觉主动、复杂多样。

2．饮食消费者个性特征与饮食消费行为：个性心理特征主要由个性倾向、自我意识、

心理状态和心理构成等组成。个性心理特征决定了饮食消费者的心理特征的差异性，表现在

能力、气质、性格和兴趣上，影响饮食者的消费行为。

3．社会因素对饮食消费行为的影响包括：经济因素、传统习俗、社会性因素（性别、

年龄、家庭、群体、阶层）；以及文化因素对饮食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4．儿童、青年、中老年、女性、异常饮食者的消费心理，各不相同。

五、饮食业营销服务心理及食物价格心理

1．饮食经营服务人员心理素质的主要障碍：吃亏心理、消极心理、逆反心理。

2． 饮食消费者价格心理特征：对某些食物价格具有习惯性，对食物价格变动具有敏感

性和感受性。

六、饭店标志和装饰与饮食消费心理

随着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的提高，饮食者对饮食消费中的美学要求越来越高，

从环境美化到饭店和食物的命名、标志的设计、采光照明，从服务人员的服饰到器具的选择，

都有美学的追求。并且这些饮食审美影响着饮食者的消费心理。



七、厨师心理

需要矫正的几种不良性格：“闷葫芦”型、固执倔强型、嫉妒型、爱虚荣型、自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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