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表填 大学生消
费情况调查报告(大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报告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表填篇一

当前的消费市场中，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受到
越来越大的关注。由于大学生年龄较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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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旺盛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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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消费有很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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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决定在身边的同学中进行
一次消费的调研。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表填篇二

（一）大学生自身方面。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很
多事物要靠大学生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选择。外界信息很容
易左右大学生的判断能力，为了让自己有更独立的判断事物
的能力和适合自身状况的消费观念、理财技巧、大学学习节
奏，都需要一个很强的自我认知。大学生应该积极地参与到
学校和社会开展的一些相关课程学习中，通过多种途径增长
自己的理财、消费、投资等的知识。大学生只有在坚实的知



识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指导自己做出合理的行为；同时，大
学生应对自己的大学生涯有个合理的规划，要积极完成学校
布置的学业，对自我认知上应做到“完整性、特征性、目的
性、辩证性。”

（二）家庭方面。

国际教育基金会在《培养心情与人格?人生基本目标教育》一
书中提到：“家庭是人格的熔炉，潜移默化地‘传授着’诚
实、忠诚、信任、自我牺牲、个人责任和尊重他人等美德，
更为根本的是，它是爱心和人际关系的学校，是学习爱的奉
献以及相关的人际交往技巧等基本能力的最佳场所。家庭中
蕴含着使道德和人际能力自然成长的活跃机制，那就是由家
庭里子女、手足、夫妻和父母等角色组成的机制。”模仿是
人最初的能动反映，父母长辈等大人一直是小孩学习效仿的
榜样。因此，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环境，应以身
作则，合理消费，在家庭创建一个健康的消费观念。

（三）学校方面。

各大高校，应该注重对学生在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的培养，
针对该方面教育的缺乏，学校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教育方案，
开设相应课程，并加强实践教学，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同时开展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比赛活动，提高学生学习投资
理财的积极性；老师也应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在引导学生的
时候提出的意见才能更切实可行。

（四）社会方面。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国家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反对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
优良品质。大学，作为大学生日常活动的主要地方，学校领
导应树立并弘扬正确的消费观，对改善社会风气、树立社会
正气、净化社会消费环境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进而优良的社



会风气也为优化大学生的消费环境创造了条件，这样大学生
的消费观念就会趋于理性化。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表填篇三

据教育部统计，近年来高校扩招大学生数量连年攀升，20xx年
应届毕业人数将达到749万左右，再创新高。为求一职，大学
生绞尽脑汁。部分学生希望通过整容把自己塑造得更完美，
顺利找到工作。此外，不只是大学生，越来越多的高中生也
加入了整容队伍。“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发
展时期，提高自身各项素质尤为重要。学生应正确看待整容
和个人、工作、家庭、社会之间的联系，更该正确意识到不
应只通过整容来改变外在条件，提升内在条件和人格魅力，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尊心和自信心才是理性的做
法。”云南财经大学心理中心老师李佳峰表示。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表填篇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消费心理总体上处于
成长健全期。他们在质量、价格、品牌、情绪等诸多影响购
买的因素里面，他们首先考虑质量的因素，但更注重品牌与
情绪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大学生充满的是感性而略掺有理性
的消费观。而对于流行与时尚的追求似乎更是一个令人彷徨
的十字路口。适度的追求是合理的。但过分的攀比会产生危
险的影响。

那么对于大学生在消费中产生的问题，我们提出的建议：

1.增强独立意识，培养和加强理财能力

2.克服攀比情绪

树立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逐渐确立正
确的人生准则，给自己理性的定位。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基本掌握了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趋势及
现状。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消费大体上是现实的、合理的，但
离散趋势明显，个体差异大。在以寄生性消费为主的大学生
中，培养独立的理财能力、科学的价值观应是当务之急。

3.形成大学生良好消费风气

良好校风是师德师风和学生学习、生活作风的有机组合。其
中学生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是体现学生生活作风的重要部分。
一旦良好的消费习惯得到培养和加强，就会对良好校风的塑
造起促进作用，并形成校风助学风的良性循环。因此，应该
把大学生良好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培养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设计有关大学生健康消费理
念的活动专题，并且持之以恒，以大学生良好的消费心理和
行为促进良好生活作风的形成，进而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
巩固与发展。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表填篇五

针对目前大学生消费的情况，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一些大学
生的消费意识陷入了误区，许多消费行为都体现了他们不成
熟的消费心理。“很多学生是进了大学后才开始自主消费的，
对于支配手中的钱还存在一定盲目性。”商学院经济系老师
解释道，“学生们花钱大多没有计划性，很可能出现家长给
多少就花多少、看到别人买什么自己也买的情况。而且，由
于大学生在校期间就要努力适应社会，消费的模仿趋势也越
来越明显。学着社会人一样去酒吧、茶馆参加社交活动，学
习白领穿着等等，随之而来的就是攀比心理，家境好的可能
越来越追逐名牌，而家境相对较差的就可能产生自卑心
理。”

此次调查也发现，大学生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认为自己是
“理财高手”，大部分人只能勉强做到“收支平衡”，
有7.5%的人是典型的“月光一族”，还有18.7%的人支出会超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