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 大学生消
费状况调查报告(实用7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
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以下就是
小编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篇一

1、在校大一大二学生的基本生活费：

基本生活费顾名思义是我们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基本经济支出，
大致上包括餐饮支出和日常生活用品支出等。此项费用是在
校大学生必不可少的支出，用以维持和保证我们可以正常生
活。了解大一新生及大二学生近两年的基本生活费在每月总
的费用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进而了解在校大一大二学生可能
存在的生活消费的心里特征以及探讨其消费结构是否合理。

2、在校大一大二学生的上网、交通等休闲娱乐费

休闲娱乐费是指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用于休闲、娱乐等方面
的费用支出，包括上网、去ktv及其他娱乐场所、旅游等费用
的支出。此项费用主要用于在校大学生丰富业余生活，属于
额外支出。了解大一新生及大二学生近两年的休闲娱乐费在
每月总的费用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用以了解在校大一大二学
生可能存在的消费行为导向与消费观念。

3、在校大一大二学生的学习费

学习费是指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用于学习方面的费用支出，
比如购买书籍、音像物品等费用的支出。此项费用的支出主



要用于在校大学生课余之外知识的补充，同时丰富大学生的
精神生活，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支出。了解此项
费用的支出可以了解大一新生及大二学生近两年的消费理念，
进而反映在校大学生的世界观的发展状况。

4、在校大一大二学生的人情交际费

人情交际费意旨在校大学生在其日常生活中用于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所需要支出的费用，大致包括班级聚餐、购买生日礼
物、同学聚会等方面的支出。此项费用的支出主要是在校大
学生课余生活中的额外支出，用于大学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不可避免，在在校大学生的生活开支中占了一定的比重。了
解人情交际费用支出用于了解大一新生及大二学生近两年用
于人情交际方面的费用预算及支出，反映大学生的消费行为
以及消费观念。

5、在校大一大二学生的购物费用

购物费用是指在校大学生在其日常生活中用于购买非生活必
需品的支出，主要包括购买衣物、零食、饰品等方面的支出。
此项费用的支出普遍存在于大部分在校大学生的生活中，但
也属于额外支出。了解大一新生及大二学生用于购物方面的
费用可以帮助分析在校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导向更甚是他们的
世界观的构成是否健康合理。

6、在校大一大二学生的电子产品费

电子产品费是指在校大学生为所购买的电子产品所支出的费
用，其中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脑、音乐播放器等。此项费
用的支出主要用于在校大学生的业余生活或者用于辅助学习。

7、在校大一大二学生的通讯费

通讯费是指在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期间用于互相交流的费用，



主要指手机话费。此项费用的支出是现代大学生必不可少的
一项支出，用于同学、家人间的沟通交流，同时方便学习与
工作。

8、其他方面的费用支出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篇二

在调查中发现，同学之间的攀比远不止是学习，还表现在生活
（吃穿住用）、娱乐、人际交往等方面。他们为了争得所谓
的面子与其他同学比高低，就会不顾实际需要以及家庭的经
济能力，超前购物消费，这是当前大学生消费行为中一种很
普遍的不良现象。他们为了争得所谓的面子与其他同学比高
低，就会不顾实际需要以及家庭的经济能力，超前购物消费，
这是当前大学生消费行为中一种很普遍的不良现象。同时还
指出有时为了拥有一款时尚手机，不少的同学情愿节衣缩食，
甚至牺牲自己的其他必要开支；有些男同学为了一双名牌运
动鞋，有些女同学为了一套名牌化妆品或者一件名牌衣服，
不惜向别人借钱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
地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有意无意、
自觉不自觉的“随大流”。这种从众行为是日常生活中普遍
存在的一种现象。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篇三

（1）消费的冲动性就购物时是否会有快感这个问题中，57%
的大学生认为会产生快感，43%的大学生认为不会产生快感。
对于心情不好时是否会以购物、大消费来发泄这个问题，79%
的大学生表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21%的大学生表示会有这种
情况发生。据此显示，大学生在购物时会存在一些冲动，会
有部分同学通过购物来调节心情，享受消费带来的快感。而
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会有些超前消费的
意识。也有些同学会通过找兼职来缓解消费带来的压力。



（2）消费的盲目性就大学生消费时是否有记账的习惯，35%
的大学生很少有记账的习惯，32%的大学生没有记账的习
惯，22%的大学生对一些比较大的支出有记帐的习惯，11%的
大学生基本上对所有支出都有记帐的习惯。而大学生对于生
活水平满意度，60%的大学生认为一般，正好够用，27%的大
学生很满意，还有少许盈余，12%的大学生认为勉强可以，咬
咬牙能熬过，1%的大学生。不满意，总是在预支下月生活费，
拆东墙补西墙。并就认为周围的同学的消费观而言，81%的大
学生认为周围同学的消费观是有时理性，有时盲目，10%是理
性的，7%是相对淡薄的，2%的大学生是虚荣攀比的。同时据
调查，5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有时理性、有时盲
目，2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理性的，1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
消费观念是相对淡薄的，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
虚荣攀比的。对于自己的消费情况的认识，大多数大学生对
自己消费很少甚至不会有记账的习惯，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自
己和周围的同学的消费都是有时理性，有时盲目。他们对自
己的消费也认识的并不清晰，有时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
行为。

（3）消费的不均衡性伙食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93%，交通、
通讯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8%，购物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5%，娱
乐占每月消费总额的52%，学习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47%，
交际占每月消费总额的28%，其他类别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
据此来看，大学生还是以生活所需为主，但用于精神文明建
设方面的的投入远远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大学生缩减饮食支
出却用于娱乐购物方面，其结构更为不合理。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篇四

从101份来自我校以及附近学校的大学生的调查问卷回答结果
显示，近93%的大学生认为电脑对大学生活是必须的，其中
近84%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拥有的是笔记本电脑，本次调查中，
男女所占比例相差不大，其中大部分的是大四的学生，
占58.42%，其中，大一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最少，从调查结果



显示，大学生是电脑消费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在大学生中的普及度越来越高，且从
调查结果中显示出，电脑的价位、性能、品牌、购买场所以
及优惠方式灯方面因素对学生群体购买的电脑具有一定的影
响。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篇五

2、月生活费来源

调查数据显示，33人选择父母给予。这表明，大学生月生活
费来源于父母给予，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大学生有较强的经济
自立的思想意识，但在具体消费来源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倾向
性――父母，要实现大学生经济上的独立，除了进一步加强
大学生树立经济自立的意识，关键在于还要社会上的给予更
多的机会与支持。而且，学校也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使大
学生在思想和经历上共同成长。

3、月生活费状况

统计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生活费状况是刚好用完。由此可
知，学生消费基本趋向理性化，但是也有部分同学任然出现
不够花的情况，说明个别同学的消费还存在不合理消费现象。

4、月生活费不够用采取的措施

统计结果表明，当学生生活费不够的情况下主要采取向同学
借的方式，其次是向父母要跟自己做兼职。

5、生活费主要的用途

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要消费用于饮食和通讯方面，但在
娱乐、服装方面也占了较大的比例，而用于学习方面的却很
低，这值得我们深思。



6、月伙食费状况

7、月购衣的花费

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每月用于服装方面的支出主要集中在
一百元以下，也有部分同学在服装方面的支出过高在三百元
以上，这需要适当的调整。

8、每月学习的花费

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平均每月用于学习方面的支出过低，
大多都集中在30元以下。由此可见，学生应适当增加在学习
方面的支出。

9、日常生活用品消费状况

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用于日常生活用品消费多集中在10
元―60元之间，这在每月消费支出中是较为正常的。

10、每月上网的花费状况

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的上网费用在50元以下，由此
可以看出这部分同学上网时间较为合理，而有少部分同学的
上网费用在200元以上，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11、每月话费状况

统计结果表明，64.4%的同学每月话费支出在30―60元之间，
对于依靠手机与家人、朋友等进行联系的大学生来说算合理。

12、每月交际花费状况（包括恋爱消费）

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用于交际的花费主要集中在一百元以
内，也有部分同学每月交际活动较多支出在两百元以上。



13、生活费有盈余的用途

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财商也比较高，会把节余的钱
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篇六

大学生消费心理及状况调查

通过调查，了解现在大学生的消费现状，并分析相关的消费
心理及暴露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及对策，引导大学
生树立理性的消费观。

问卷调查

大学生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由于生活环境、成长环境、
家庭经济状况、所受教育、校园环境以及年龄的特殊心理特
征等原因，使这个群体有自己特有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我们通过对部分大学生的经济收入来源、消费状况调查以及
对他们的消费状况和消费的特点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改进我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线索。

(一)、大学生的消费现象

大学生月消费额在350-500元的占7%，500-800元的
占27%，800-1200元的占50%，1200元以上的占12%。消费的主
要项目中，伙食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93%，交通、通讯占每
月消费总额的68%，购物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5%，娱乐占每月
消费总额的52%，学习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47%，交际占每
月消费总额的28%，其他类别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就每月花
在娱乐方面的费用而言，13%的大学生的花费在50元以
下，30%的大学生的花费在50-100元，24%的大学生的花费



在100-150元，15%的大学生的花费在150-200元，18%的大学
生的花费在200元以上。每个月的情感投资费，或者说谈恋爱
浪漫气氛“制造费”中，花费在100元以下占10%，花费
在100-200元的占9%，花费在200-400元的占4%，花费在400元
以上的占3%，另外本次调查中单身的大学生占74%。大学生每
学期学习方面的花费(包括考试、考证、文具、书籍、复印、
培训班)中，花费在200元以下占47%，花费在200-300元的
占20%，花费在300-400元的占13%，花费在400-600元的占11%，
花费在600元以上的占9%。

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分为基本生活消费(衣、食、住、行)、学
习消费(学费、书杂费、考证、电脑等)、休闲及娱乐消费(休
闲、旅游、娱乐)、人际交往消费(人情、恋爱)等几个方面。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绝大部分的消费还是用于基本
生活的消费(伙食、交通、通讯)，购物(服装、饰品)消费所
占的比例也很大，其次是娱乐、学习的消费，最后才是人际
交往方面的消费。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购买的商品的选择，
大部分大学生还是比较理智的，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思维判
断能力，对自己的需要定会做出满足相应需要的行为。但仍
有小部分的大学生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些盲目。

而就购买商品时注重的问题而言，大学生重视质量与功能的
占调查人数的46%，重视实用性的占总调查人数的21%，重视
美观别致的占总调查人数的15%，重视价格的占总调查人数
的9%，重视新鲜感的占总调查人数的5%，重视品牌的占总调
查人数的4%。据此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消费结构总体上是
合理的，他们能够从自身条件出发进行出合理的消费行为，
大部分的大学生购物时都会考虑商品的质量、实用性，选择
物美价廉的商品。虽仍会有一部分大学生会更看重品牌新鲜
感,外观,但质量还是最关键因素。

就在物品选择的标准上,对名牌(比如：鞋子、衣服、手机等)
持的态度中，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



占48%，持无所谓态度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占29%，认为
只是要几件名牌撑场面就行了，当代大学生热衷，只爱名牌
的只占总调查人数的6%，可以看出对于名牌，很少有大学生
会刻意追求，很多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二)、大学生的消费心理

认识过程：即消费者对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注意
等活动对商品属性以及各方面联系的综合反映过程。

情感过程：在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满
意或不满意，高兴或不高兴的心理体验，构成有特色的对商
品或劳务的感情色彩。大学生充满激情，热情奔放，道德感
也比较完善，拥有较高的审美观。感情力大大增强，但自制
力仍薄弱。多数大学生能理性地思考和行动，调节自己的冲
动，理性地消费。

意志过程：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有目的，自觉地支配和调节
自己的行动，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既定购买目的过
程。

(1)消费的不平衡性根据调查分析，大学生由于性别、年级、
学校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各方面的差
异都对其大学生的消费状况和消费行为有影响。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学校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家庭收入。据调查研
究显示，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会有不同的消费水平。其
调查中，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44%，来自农村的
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44%，来自城乡结合的大学生占总人数
的12%，其经济状况处于中等地位的占总调查人数的15%，较
为发达的占总调查人数的23%，较为落后的占总调查人数
的23%，落后的占总调查人数的3%。大学生月消费额
在350-500元的占7%，500-800元的占27%，800-1200元的
占50%，1200元以上的占12%。



(2)消费的主导性针对是否有记账这个习惯，35%的大学生很
少有记账的习惯，32%的大学生向来没有记账的习惯，22%的
大学生对一些比较大的支出有记帐的习惯，11%的大学生基本
上对所有支出都有记帐的习惯。

大学生在消费问题上，除了必要的生活支出外，还有学习、
娱乐方面的支出。学习支出是为了自我发展的需要，娱乐的
支出是为了放松自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学生的需要
通常包括要求别人承认自己，得到他人的好评、尊重，渴望
得到相应名声和地位的成就感等。而要获得这种尊重就有许
多条件，其中漂亮、美貌、健康和年轻是重要条件之一。这
点对女性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女性获得他人和社会承认的一
些必要条件。因此女大学生也开始注重美容包装，这也就增
加了美容方面的消费。

(3)消费的合理性对于选择购买商品的直接因素，大多数人会
先考虑价格，其次是朋友或家人的推荐，再次是商品的品牌，
最后是商场的火爆、促销活动、明星代言。

(三)、大学生消费存在的问题

(1)消费的冲动性就购物时是否会有快感这个问题中，57%的
大学生认为会产生快感，43%的大学生认为不会产生快感。对
于心情不好时是否会以购物、大消费来发泄这个问题，79%的
大学生表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21%的大学生表示会有这种情
况发生。据此显示，大学生在购物时会存在一些冲动，会有
部分同学通过购物来调节心情，享受消费带来的快感。而大
学生的消费观念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会有些超前消费的意
识。也有些同学会通过找兼职来缓解消费带来的压力。

(2)消费的盲目性就大学生消费时是否有记账的习惯，35%的
大学生很少有记账的习惯，32%的大学生没有记账的习
惯，22%的大学生对一些比较大的支出有记帐的习惯，11%的
大学生基本上对所有支出都有记帐的习惯。而大学生对于生



活水平满意度，60%的大学生认为一般，正好够用，27%的大
学生很满意，还有少许盈余，12%的大学生认为勉强可以，咬
咬牙能熬过，1%的大学生.不满意，总是在预支下月生活费，
拆东墙补西墙。并就认为周围的同学的消费观而言，81%的大
学生认为周围同学的消费观是有时理性，有时盲目，10%是理
性的，7%是相对淡薄的，2%的大学生是虚荣攀比的。同时据
调查，5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有时理性、有时盲
目，2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理性的，1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
消费观念是相对淡薄的，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
虚荣攀比的。对于自己的消费情况的认识，大多数大学生对
自己消费很少甚至不会有记账的习惯，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自
己和周围的同学的消费都是有时理性，有时盲目。他们对自
己的消费也认识的并不清晰，有时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
行为。

(3)消费的不均衡性伙食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93%，交通、
通讯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8%，购物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5%，娱
乐占每月消费总额的52%，学习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47%，
交际占每月消费总额的28%，其他类别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
据此来看，大学生还是以生活所需为主，但用于精神文明建
设方面的的投入远远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大学生缩减饮食支
出却用于娱乐购物方面，其结构更为不合理。

(四)、建议及对策

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大学生的财商教育大学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讲座、课
程来进行财商教育。教育大学生学会理财，加强理财意识，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2)优化消费环境，社会各界要努力树立健康的消费风尚，企
业要进行正确的宣传，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社会消费大环境。



(3)加强大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大学生注重精神建设方
面的消费，在物质消费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的精神
文明建设。

(4)大学生加强自身消费教育大学生应该变被动消费为主动消
费，合理地、有计划地进行消费。学生应当把精力更多地集
中在学业上。自觉增强和完善自我意识水平。提高文化底蕴，
知识水平的提高，认知能力审美能力，抵御不良消费观念的
影响。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作有头脑的消费者。自觉学习
一定的商品知识和消费技巧，积累消费经验，提高自己的财
商。

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方案篇七

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大学生的财商教育

大学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讲座、课程来进行财商教育。教育
大学生学会理财，加强理财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2）优化消费环境

社会各界要努力树立健康的消费风尚，企业要进行正确的宣
传，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社会消费大环境。

（3）提高精神文明建设

引导大学生注重精神建设方面的消费，在物质消费基本满足
的情况下，提高精神文明建设。

（4）大学生加强自身消费教育

大学生应该变被动消费为主动消费，合理地、有计划地进行



消费学生应当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学业上。自觉增强和完善
自我意识水平。提高文化底蕴，知识水平的提高，认知能力
审美能力，抵御不良消费观念的影响。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
作有头脑的消费者。自觉学习一定的商品知识和消费技巧，
积累消费经验，提高自己的财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