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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研究服装消费行为的论著。
全书以大学生服装消费行为中的自我概念为切入点，将“着装是符号化的自我”这一命题的理论建构
，放在心理学自我理论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视野中，提出了“符号化是自我概念生成的必然”的观点
；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和分析了着装行为的自我符号化的历程，阐述了服装作为自我概念符号的表征
意义；对自我概念与服装消费行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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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女，吉林长春人，2002年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宁波大学传播与艺术
学院传播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传播受众心理、消费者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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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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