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调查的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在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大学生年纪较轻，群体较特别，有着不同于社会其他

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一方面，他们的消费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他们在

经济上尚未独立，消费受到较大地制约。超前的消费观念和滞后的消费实力极大

的影响了大学生的消费。特殊群体自然有自己特殊的特点，同时难免存在一些非

理性的消费甚至一些消费的问题。为了调查清楚大学生的消费情况，我决定在身

边的同学中进行一次消费的调研，对大家的消费进行归宗和分析。因此，关注大

学生的消费状况，研究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培养他们正确的消费观并

引导其最终走向健康消费成为了各大高校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次调查选取 101名在读大学生，通过校园网及校园随机发放问卷的形式对

在校大学生月消费状况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主要有以下几支出：

伙食支出，服饰支出，恋爱支出，上网支出，手机费用等。

二、调查对象，内容，时间与方法

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惠州学院共 101名学生，其中大一学生 22人；大二学生 28

人，大三学生 30人，大四学生 21。男女比例基本上做到 1:2。

2、 调查内容

大学生年纪较轻，群体较特别，有着不同于社会其他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和

行为。一方面，他们有着旺盛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尚未获得经济上的独

立，消费受到很大的制约。消费观念的超前和消费实力的滞后，都对他们的消费

有很大影响。因此，本次调查报告关注大学生消费状况，把握大学生消费的心理

特征、行为和结构，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消费观念和理财能力，旨在引导在校大学

生最终走向健康消费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3、 调查时间

2019年 5月 1日至 2019年 5月 7日



4、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以问卷调查为主，个人访谈为辅的形式。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

样的方式，并且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110 份，共收回问卷 105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1份。回收率 95.45%，有效率 91.82%。对 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访谈。

三、调查结果

1、 月消费支出数额基本合理，但月消费总额差距较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月消费 2000元以上的学生占 11.51%；月费用 1500-2000

元的人，占 32.14%；1000--1500元的人，占 38.22%，月费用 1000元以下的人，

占 18.24%，处于较合理的范围内。

但是，消费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据调查，最高月消费总额约为最低月

消费总额的 8倍。由此可见差距之大。同时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月消费支出有一定

的影响。来自一线城市的学生的月消费支出要比来自二、三线城市的学生的月消

费支出高。

2、 消费结构基本合理，但存在不合理因素

在月消费支出中，饮食支出占 64.7%，服饰支出占 11.6%，娱乐支出占 6.4%，

通讯支出占 4.2%，外出就餐和请同学吃饭支出占 5.3%，网络支出占 4%，读书

支出占 2%，其他支出占 1.8%。由此看来，饮食支出占主要部分，而其他支出如

服饰、聚会、娱乐、通讯、外出就餐等支出占次要部分，这种消费结构基本上处

于合理水平。

但是，其中存在者不合理因素。除了饮食支出，娱乐支出和外出就餐支出较

大，网络支出和通讯支出次之，而读书支出最少。这表明我们大学生的娱乐网络

等活动较多，而对于读书的支出则大部分集中在课外辅导班上，自己主动去买书、

读书的支出少之又少。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大学生已经逐渐有了社交方面的需要，

更加注重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大学生越来越不重视学习和读书，而把

过多的时间放在上网和娱乐上。同时过多通过课外补习班来促使自己学习知识，

使得大学生自学能力逐渐下降。

3、 游玩、恋爱支出呈增长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世博会的召开，以及大连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旅游景点的增多，使得大学生在旅游这方面的消费有了需求。据调查，大

学生一般每半年会出游一次，大部分为集体出游或者与两三个好朋友通行。大学

生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追求新潮和刺激。另外，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

48%正在谈恋爱，他们每月用于谈恋爱的费用为 300元~800 元，占他们月消费

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消费。

4、 性别间呈现消费差距

调查结果显示，女生支出普遍多于男生支出。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进行娱乐和网络活动上，男生的开支要比女生多;而在外表装饰和形象包装上，

女生要略胜一筹。而且女生的盲目消费要多于男生。对于处于恋爱中的情侣来说，

男生用于恋爱消费的支出要大于女生。

5、 经济来源以家庭供给为主

据调查，大部分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家庭提供。只有 3%的学生通过助

学贷款来获得资金，且这些大学生都为贫困生。而贫困生对于兼职的渴望程度要

高于一般的学生，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由此可见，贫困生比普通学生更有从社

会中锻炼自己并早日融入社会的意识。这也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对于锻炼自己的工

作能力意识还很薄弱。

6、 超前的消费形式悄然成风

调查显示，将近 35%的大学生喜欢用信用卡进行消费。由此可见，一些超前

的消费形式已经进入了大学生的生活，正逐渐成为大学生消费的主要形式，而一

些校园卡、银行卡和信用卡等将会成为大学生钱包里的必需品。使用信用卡的超

前消费形式正逐渐悄然成风。

7、 其它

旅游在大学生消费娱乐项目占有一定比例，但因费用较高,平均每人一年一

次左右,其实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以及合适的价位同学们还是很愿意去旅游的。同

时去快餐店的次数也是平均每人一月 1~2次。

六、调查结果分析

1、 大学生的消费构成符合社会的发展潮流

大学生外出聚餐、请朋友吃饭、外出旅游、通讯、网络等方面的消费支出较



多，显然大学生圈子已经成了一个社会中“小社会”，更多的大学生更加注重社交

和建立人际关系。信用卡等消费方式也较早地进入了大学生的生活，也深受大学

生的喜欢。可见，大学生在经济上大部分虽然没有跟上社会，但是其消费意识已

经和社会发展同步。

2、 大学生消费种类及方式呈现多样化

大学生除了饮食支出外，还有诸如服饰、通讯、娱乐、网络等支出，而且一

些大学生通过淘宝网等方式来买各种东西，如MP3、数码相机等，可见，大学

生的消费种类以及消费方式正在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3、 大学生消费以及消费结构具有一定的非理性

虽然大学生月消费总额和消费结构基本合理，但是差距还很大，结构仍存在

不合理因素。由于大学生没有形成正确的消费观，而且其自主消费经验较少，自

控能力不强，容易造成不理性消费。

4、 恋爱费、游玩费支出过高

这是大学生消费中很不合理的一部分。许多大学生为了稳固爱情而付出大量

的“恋爱费”，并导致每月的生活费入不敷出的情况时常存在。另外，许多大学生

喜欢旅游，并花费大量“游玩费”，认为这是在不断增长知识，大量投入是值得的。

这些不合理的消费会导致一种不正确的价值观，容易让大学生认为爱情和知识是

用钱堆起来的，并且导致大学生不重视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本末倒置。因此过

高的“恋爱费”和“游玩费”应该受到制止。

5、 学习支出较少

这反映了当今大学生不爱读书的状况。大学是大学生融入社会的最后一站，

因此更多的大学生把社交和人际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忽视了学习的重要

性。调查中，一些大学生经常因为社团、娱乐、网络等活动而逃课、不学习，从

而导致大量挂科。经常忙于活动而忘记作业和上课，导致大学生思维上没有得到

锻炼，不会思考。这种情形令人担忧。

6、 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仍十分薄弱，计划、理财和储蓄意识应增强

调查中，大部分大学生认为自己现在的消费构成很不合理，但是极少的大学

生有计划自己消费的意识，他们大多会盲目地追随校园的消费潮流，而缺乏自主

判断意识，经常不知不觉超出了预算。大部分大学生没有理财意识和储蓄习惯。

https://www.shucunwang.com/wenku/fanwen/gongzuojihua/


四、改进措施

当前大学生在消费上出现无计划消费、消费结构不合理、攀比、奢侈浪费、

恋爱支出过度等问题，既与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关，也与家庭、学校教育缺

乏正确引导有关。具体体现为：

第一，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研究不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达到有

效性目的，就一刻不能缺少对学生实际行为的了解与把握。应该承认，近年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取得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科研

条件、人员配置等原因，对学生的教育首先从实践调查开始的教学科研风气仍然

未能形成。据我们了解，近年来有关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方面题材的论文被收

入中国学术期刊上的少而又少，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上还没有对这个

问题形成足够的认识。

第二，“两课”教学中对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指导不够。由于对大学生的消费

心理和行为了解不够全面和客观以及课程设置等因素，与人生观、劳动观、金钱

观、国情观等重要思想观念紧密相关的消费观的专题教育在思想品德修养课中没

有充分开展，从而也难以达到真正的指导目的。

第三，校风建设范畴中普遍缺少倡导大学生勤俭节约生活消费观的内容。大

学生的消费心理和行为除了在个人喜好、穿着打扮等较少方面比较注重突出个性

以外，对于时尚品牌、基本生活用品、生活费用的额度等主要消费内容都具有群

体从众心理。高校校风主要体现的正是学生的群体心理和行为特征。在校风建设

上注重塑造和强化学生良好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培养学生好的消费习惯，这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七、结语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可以知道现代大学生成长在一个诱惑很多的环境里，在

自身无法自给自足时，更因该洁身自好，认真学习，增强自身本领，在以后有更

好的生活。大学生应该适度追求潮流和名牌，避免恶性循环；加强自制力，杜绝

攀比心理和超前消费；树立正确的、和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要知道金钱来之不易，君子用钱，取之有道；树立远大理想，并

为之艰苦奋斗。



同时，在完成此次调查报告后，我总结了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1、 调查时间选取改进

由于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五一劳动节假期，部分同学不在学校导致选取的学

生样本不能全面覆盖，准备的 500份问卷最终只发放 110份，获取样本较小，调

查结果说服力不够。

2、 问卷内容有待完善

本次调查使用的问卷包括性别、年级、学院、收入来源有无以及不同类别的

消费支出等内容。当完成实地调查后，发现使用的问卷内容不够完善，导致撰写

调查报告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

3、 调查形式应多样化

本次调查形式为实地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形式，部分学生会由于某些原因不

配合填写和访谈，调查过程受到一定阻碍。最后发现，现在大学生处于互联网时

代，更愿意接受网络问卷的形式。同时，网络问卷功能齐全，填写方便，回收和

处理都优于纸质问卷。因此，如果能结合网络问卷进行，调查过程会更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