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优质7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
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篇一

1、调查总人数:共回收调研表格113份。

2、应用分类:用于养生11人，药食联用2人，药食交替2人，
食疗94人，病后康复1人。

3、有可比性材料数:具有应用保健食品前后对比数据的材
料72份。

4、材料来源情况:美罗国际按中华亚健康研究协会的要求，
发放统一表格，由消费者填写后直接寄给协会。市场调查报
告模板。

5、调研涉及产品:均为美罗国际产品，灵芝菌丝体胶囊、香
杞胶囊、松茸胶囊、仙叶胶囊、慧源胶囊、新慧通胶囊、慧
清胶囊、玫瑰胶囊、仁美营养胶囊、和中胶囊、红钙d将囊、
欣舒宁胶囊、桑菊灵芝茶、多糖蛋白x……等。

(一)、产品应用定位:

1、养生:单独应用食用菌类保健食品，目的是“治未病”即
养生、防衰、强生(防感冒等疾病)。

2、药、食联用:在应用明显毒性药物的同时，加用可减轻毒
副作用的食用菌食品。如肿瘤化疗时，加用灵芝系列产品。



3、药、食交替:在应用具有依赖性(成瘾)的药物(如精神药
物)时，为减轻依赖性，开始服药时，同时加服于药物相似功效
(如镇静、安眠)的食用菌类食品，然后逐步减少药物用量，
最后仅用保健食品，完全解脱药物的依赖。

4、病后康复:在病后或手术后，应用保健食品加快体力恢复。

5、食料:对一些长期“药疗”无效的人群，干脆放弃“药
疗”，改用“食疗”，用保健食品进行全身调理，让体内慢
慢增强抵抗力，从而获得康复。市场调查报告模板。

(二)、经济对比

对 72例保健食品应用前后有药物治疗作对比的人群，进行了
经济负担分析，72例在应用保健食品前，曾以药物治疗花去
医药费共计208、4352万元，人均花费2、8949万元，但结果
均未获得满意效果，临床症状获得暂时缓解的人仅20人，
占27%，其余均无效。这72位消费者因药疗效果不佳，停止用
药。改为食疗，共花费25、1573万元，人均消费0、3494万元，
取得显效的60人，占83、3%，有一定效果的12人，占16、6%。

(三)、治疗与时间对比:

对上述72位消费者，在药疗和食疗上所耗的时间进行了对比，
72位位消费者进行药物治疗所耗的时间总数为6558个月，人
均消耗时间为91、08个月(相当于7、59年)，停用药疗，改用
食疗后，72人用于食疗的总时间是327、89个月，人均消耗
为4、55个月。

1、保健食品应用定位的思考:

保健食品应用定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定位不当往往
会有违反食品管理的有关法规之嫌，但消费者是讲实效的。
因此，这次调查出现了五种应用定位，这是消费者从实际需



要出发，灵活处理“食疗”与“药疗”关系的结果，是群众
自发的创举。这五种定位，从我国传统“食疗”的观点分析，
应该认为是合理的，是符合科学的，对疾病的治疗，随着科
学的发展，也开始强调不能单纯的依赖药物，而应该从全方位
(包括饮食、环境、工作压力、生活习惯……)来进行综合治
疗。因此，五种定位中提到的“药食联用”、“药食交替”
都是十分科学的“药、食”结合。癌症的化疗药物公认具有
明显的毒副作用，抗结核药亦是公认有毒副作用的药物，而
有些保健食品就能够减轻抗癌药物的毒副作用，能够减轻抗
结核药对肝脏的损害，实际上“药、食”结合应该是今后医
疗技术创新的一个方向。

关于定位中的“食疗”，有人会认为是把保健食品当作药品，
是违规、是误导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对“食疗”的认识问题。
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指出“为医者，当洞察病源，知其所犯，
以食疗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可见食疗为治疗之首选，
以食治病由来已久。现在科学进步了，却否定了“食”
与“治”的关系。把“药”作为治病的首选甚至是“唯一”，
但在实际生活中单纯“药治”无效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次
调研中采用“食疗”的消费者，都是“药疗”无效后才改
用“食疗”的，是消费者处于绝望的情况下，寄希望于“食
疗”。07、3、27题为“望闻问切、把脉中医”一文中，谈及
中医是否伪科学时，引用了一位普通群众的一段话“科学不
时最高目的，中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并不重要，只要中医中
药能够在西医之外，提供另外一种就医的可能性，就没有舍
弃中医的理由，西医也不是万能的，那么多一种选择，对病
人来说不是更好吗?”对待“食疗”，笔者认为也应该持有这
种观点，“药疗”不是万能的，多一种“食疗”对病人来说
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度”，食品和药品绝不能
等同，“食疗”是“食疗”，要让消费者明白二者的区别，
不要误导消费者。

2、保健食品的经济意义:



从调研材料分析，在“食疗”前，用于药疗的费用是人
均2、894万元，开始“食疗”后人均费用为0、349万
元，“食疗”费用为“药疗”费用的12、 06%。有效率
从“药疗”27%上升到83、3%的显效率。(这里的“药疗”有
效率低，不是泛指“药疗”，而是由于调研中都是“药疗”
效果不好的对象。

医疗费用明显高于“食疗”，其原因除医、药本身因素外，
很重要的一条，调研中的人群均属慢性、顽固性疾病，所耗
治疗时间长，总费用相应较高，而食疗所耗时间均较短，见
效快，费用就较低(实际上保健食品在一定的范围内，其费用
不一定低)

3、时间就是金钱:

72位消费者，药料时间，人均所耗时间为7、59年，采用“食
疗”后，所耗时间仅4、5个月，是“药疗”的4、9%。这不仅
减少了疾病折磨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病人提早康复，恢复了
工作能力，能为社会、为家庭创造新的财富。这是不可低估
的效益。

4、“治未病”尚需努力:

调研材料中，保健食品应用于“养生、防病、美容、抗衰”
的有11例，占调研总数的9、7%，其中纯粹是为增强体质，提
高抗病能力的有5例，占4%，他们每年购买保健食品的投入数
为4050元，人均每年810元，其中全年食用的有4人，每年仅
服3月的1人。最突出的效果是抵抗力增强全年无感冒发生，
年龄偏高者还呈现“年轻态”!

每年花不足1000元，能获得全年无病灾，真正实现了“花钱
买健康”。



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篇二

调查报告(蔬菜调查报告)

南门(神仙树南路)调查情况：

早上九点左右，正是人们购买蔬菜的高峰期，此处共有一个
蔬菜售卖集中区，这里的共计有5个蔬菜店，里面的蔬菜都是
传统式的售卖方式，没有标价牌，人们要寻价也很不易;所以，
大部分人不寻价，直接购买。

这里的价格与平日里的价格相当，没有太大的区别;

金鹏路蔬菜店的调查结果

这里的蔬菜只有一个特色：新鲜，只是运营蔬菜而已，谈不
上什么服务，甚至可以与顾客吵架，但这却丝毫影响不到其
他顾客对蔬菜的购买。

从早上十点到十二点，我们无意地呆在四条街的其中一条，
计算从这里通过的购买蔬菜的人群; 观察点地理特点：这条
街的两旁分别都有一个小区，人口比较密集。

160人中，男性消费者共计34人，占比21%;其中年轻人的共
计26人，占比为16%，其余为老年男性。

此外，在金鹏路，有一家商店，是专门销售堡汤材料的.，有
鸡、鸭等，还有高等的堡汤药材;凡购买了他们的禽肉，即可
免费堡汤，每天的堡汤量不超过4个，此店已开张近两年，即
说明这里的人群是有堡汤需求的，这也可作为我们服务内容
之一。

我认为这里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地点，具体原由见以



上调查数据;

但这里的空铺面没有，不过，据观察，这里张了好几个服装
店，而这些店的生意都很惨淡，有好几个都大门紧锁，所以，
我认为可以先把我们要租铺面的信息发出去，而且密切关注
这些铺面的动向，甚至可以驻点观察，并游说老板，如果不
同意甚至可以与之谈谈合作的意向。

我认为，好铺面转瞬即逝，如果不早早将信息放出去，等到
我们得到消息时已没有任何可以回转的余地了。

特点体现出来：高品质、高服务、高管理，价格可以有所体
现，但不一定与伊腾相较，如此，我们的风险可较大幅度的
降低，而且可以体现我们自己的管理风格和运营风格。等脚
跟站稳后，再调整也是有较大空间的。

以上，是我的想法

明天我们将去茶店子调查一下具体情况。

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篇三

现代人越来越喜欢养宠物，无论是猫、狗、鱼还是兔子等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宠物当做自己的伙伴。为了了解养宠物
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分析了这些数据。在这篇
文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些数据的发现，探讨人们养宠物的原
因、影响和获得的好处，以及未来养宠物的趋势。

第二段：养宠物的原因

许多人养宠物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带给人们很多乐趣和幸福。
一些人认为养宠物可以减轻压力，使人们生活更健康。我们
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了这一点。但是，也有一些人仅仅是为了



陪伴，或是因为喜欢小动物而决定养宠物。

第三段：影响和获得的好处

养宠物对于人们来说有许多的好处。首先，养宠物可以提高
人们的自尊心，并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心理状态。其次，它还
能帮助人们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人们可以通过同爱好的朋
友分享照顾宠物的经验，并从中建立友谊。最后，养宠物还
能增加家庭的亲密感，让整个家庭更加团结。

第四段：未来养宠物的趋势

养宠物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宠物市场已经不仅仅
只有猫狗，还有许多其他的品种，例如爬行动物或鱼类。未
来，我们预计更多的人会关注宠物的健康、食品安全和保护
动物权益。我们也预计，未来养宠物会更加便捷和智能化。

第五段：结论

总之，养宠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
项调查表明，养宠物对于人们来说有许多的好处，包括减轻
压力，提高社交能力，增加家庭的亲密感等等。我们预计，
在未来，养宠物的趋势将会更加智能、便捷，同时也应该关
注动物的权益和食品安全。我们期望这项调查成果对于宠物
市场的未来发展和人们对养宠物的态度有所启示。

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篇四

近年来，养宠物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日益普遍的现
象。许多人认为养宠物可以带来快乐和幸福，其他人则认为
养宠物会带来诸如噪音和责任等问题。为了了解养宠物这一
现象所带来的影响，本人进行了一次调查。本文将汇总调查
结果并探讨养宠物的优缺点，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有益的
启示。



第二段：正文1——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范围主要是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的人群。调查表
明，70％的人养过宠物或正在养宠物，其余的人则表示并不
想养宠物或者不喜欢宠物。其中，养狗的人最多，其次是养
猫。 由此可见，宠物喜爱者正在逐渐增加。

第三段：正文2——养宠物的好处

首先，养宠物可以让人变得开心和乐观。宠物是最为忠诚和
亲切的伙伴之一，它们可以给人带来很多快乐。其次，养宠
物也有助于让主人更好地负担责任和照顾能力。它们需要定
期洗澡、喂食、遛狗等，让主人更有责任心。最后，养宠物
也可以缓解疲劳和压力。当你感到疲惫和紧张时，只要与你
的宠物互动一下就可以解压减压。

第四段：正文3——养宠物的缺点

然而，养宠物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养宠物需要花费较高的
成本。无论是领养还是购买，都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而宠
物的食物、医疗和健康问题也需要对于主人的经济造成一定
的负担。其次，宠物可能带来噪音和味道等问题。这些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特别是邻居们。最后，如果主人不
能很好地做好照顾宠物的工作，宠物可能会变得变得很难管
教，甚至会伤害到人们身体健康和安全。

第五段：结尾

综上所述，虽然养宠物可以带来很多乐趣，但也要面对诸多
的做好照顾工作和财务压力。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自己
的生活情况和经济能力，决定是否养宠物。同时，政府也应
当加强宠物管理的立法和监督，保障养宠物者和邻里社区的
安全和利益。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启示，帮
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养宠物这一现象。



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篇五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纳并养
起了宠物。在保证人类生存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注重
宠物的福利。当然，养宠物也有着相应的责任与风险。近日，
我们对养宠物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在此，我们将对这次
调查报告心得与体会进行总结。

第二段：调查数据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近70%的人养过宠物，其中多数
人养犬或猫。养宠物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上需要伴侣/宠物，而
最常见的养宠物意外则是被咬伤或抓伤。同时，我们也发现
了其中一些人缺乏必要的养宠常识，比如不理解宠物的生理
需要，给予错误的食物等。

第三段：养宠物的责任

调查结果表明，养宠物是需要负责任的。应该给宠物提供充
足的食物、水和生理需要，并及时带它看兽医。而不负责任
的养宠者会增加宠物的遗弃率或不合适的领养，这将导致更
多宠物被遗弃和牺牲的情况出现。因此，如果不认真对待养
宠事宜，养宠将成为一种对动物的虐待，这并非是我们所愿
意看到的。

第四段：养宠物的收益和挑战

不负责任的养宠将带来危险和困难，但负责任的养宠却可以
带来很多乐趣和值得珍视的回忆。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也
发现了许多正面的养宠体验。养宠物可以帮助减轻孤独感，
提高快乐感，而也能够帮助孩子们学习责任感和同理心。然
而，养宠物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对宠物进行训练、避免
宠物发生不良行为，以及确保宠物的健康等。



第五段：结论

在我们的调查报告中，我们了解到了养宠物的关键责任和挑
战，并认识到了养宠物的收获和乐趣。我们相信，只要我们
负责任地对待养宠事宜，养宠将成为和动物更好的共处方式。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们可以关注并重视这个问题，从而在和宠
物共度美好生活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进步。

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篇六

互联网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中学生。调查显示，93.5%的
中学生表示对网络感兴趣，并有11.4%的中学生认为“很长时
间不上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周末和节假日是中学生们上
网的高峰时段。 与孩子们相比，家长和教师们则大为逊
色。45.2%的家长表示不了解网络为何物，没上过网的高
达69.2%，只有7.7%的家长经常上网。大部分教师的上网时间
少、上网经验明显不足。

2.多数中学生对在校上网的条件不满意，家长、教师呼吁改
善条件

对于课余时间里在校上网条件表示满意的中学生只有19.4%，
不满意率达59.2%。24.9%的中学生在学校里学会了上网技巧，
而38.3%的中学生则认为学校并没有把必要的网络技巧教给他
们。同时，不少教师对于学校的网络资源现状，特别是现有
资源的利用率表示不满。据教师们反映，校园网络设施和多
媒体教学设备主要用于展示课件与开公开课，而未能充分运
用于平时备课和课堂教学，更不能充分满足学生们在校上网
的需求。

3.多数家长既赞成子女上网，又担心子女上网影响学业

对于子女上网，27%的家长持赞成的态度，反对的只有15.9%，
大部分家长则顺其自然，但近半数的家长表示希望子女将来



能从事网络工作。高达九成的家长认为，网络最大的好处
是“能使子女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并掌握好电脑技巧”;同
时，29.5%的家长还觉得网络能促进子女的学习兴趣，11%的
家长认为“网络没有任何好处和作用”。58.5%的家长表示，
最不能接受的事是孩子上网会浪费时间，耽误学业。显然多
数家长内心十分矛盾：既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享受网络的好处，
更怕因迷恋网络而荒废学业。此外，令家长们深感焦虑的事
还有：浏览淫秽、反动、暴力信息，产生网恋，痴迷网络游
戏等等。

1.网络环境对中学生的积极影响

(1)中学生使用互联网有助于形成全球意识，强化对国家对民
族的责任感。透过网络的窗口，他们关注“家事、国事、天
下事”，使视野空前开阔起来。全球意识的增强，适应了中
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对于中学生们今后走入日趋一体化的世
界，显然是大有好处的。

(2)互联网为中学生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拓宽了他们的视野。
网络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学生们进行探究性学习、研
究性学习的需要。

(3)中学生使用网络有助于扩大交往的范围，促进青春期心理
的健康发展。网络上，电子邮件、oicq、聊天室、bbs等把天涯
海角、素不相识的人拉到“零距离”，在相互咨询、交谈、
讨论、倾诉、请教的.过程中，极大地满足了中学生们旺盛的
表达欲、表现欲和社交欲。这对于舒解压力，保持青春期的
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4)中学生常上网，激发了对英语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热情。

2.网络对中学生的负面影响

(1)网上信息垃圾使中学生深受其害。



(2)中学生迷恋网络对学业产生冲击。

(3)网上聊天引发网恋，调查显示，6.7%的中学生坦言自己有过
“网恋”行为(实际比例会更多)。网恋中存在许多情感陷阱，
中学生往往是受害者。

(4)网络不良文化弱化了中学生的道德意识。

(5)网吧管理问题依然严重，给中学生造成诸多问题。

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篇七

灾害调查报告是对灾害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和总结的报
告，旨在为灾后救灾和预防灾害提供决策支持。在过去的一
年中，我有幸参与了一次灾害调查报告的编写工作，深刻认
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只有有效的调查和分析，才能为我
们了解震灾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段：灾害调查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收集

在调查报告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原始数据的收集。
我们需要首先走进灾区，深入了解灾害的情况，与受灾群众
进行沟通，收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包括调查表、采访记录、
形象记录等等。原始数据的采集质量直接影响到调查报告的
准确性和权威性。

第三段：利用新技术提高报告效率

对于灾害调查报告的制作，现代技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在数据分析方面。比如，现在普遍采用GIS技术进
行空间数据分析，使得我们在地图上更直观地发现环境异常，
为灾区的规划和重建提供更科学的支持。



第四段：报告中的调查方法

在制作调查报告时，调查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使
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问题进行分类和分析，找出问题的症
结，形成更具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在实地调查时，应该采
用系统、全面、细致、科学、独立、客观的方法，避免数据
的偏见和主观性影响分析的客观性。

第五段：报告的应用意义和深远影响

灾害调查报告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以为相关政策的
制定、后续的救援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的规划提供有力的支持。
它们通过分析灾难原因，全面考察应对灾难的措施，指示灾
后重建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强调在灾难发生前的预防措施。
因此，灾害调查报告对于预防灾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城市和谐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总之，作为一门非常有学问的工作，灾害调查报告对于灾后
重建的规范化和高效性提供了重要支持。只通过系统化、科
学化、智能化的调查和分析过程，才能准确发现问题的根本
原因，更好地保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幸
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