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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
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高中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篇一

（一）家庭平均月收入

（二）月平均消费金额

月平均消费金额600元以下的占8%，600-800元
占20%，800-1500元占48%，1500元以上占24%。由此可见，大
部分学生的月平均消费金额为500-1500元，每月消费金额超
过1500元的只占13%，社会上一些舆论认为大学生代表着高消
费，代表着奢侈浪费的看法是片面的。

（三）每月的生活费

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来自于家庭，也有一部分学生经过打工
赚取生活费甚至学费。感觉生活费月月有余的学生占6%，感
觉刚好够花的占51.5%，感觉不够花的占42.5%。可见接近一
半的当代大学生用钱缺乏计划性，缺乏理财本事。

（四）消费方式

大学生在消费时选择能省则省的占11.5%，有计划消费的
占6.5%，想花就花的占36%，选择其他的占46%。可见许多大
学生的消费方式比较随意，缺乏计划性，所以导致钱不够花。



（五）每月的饮食开支

每月饮食开支在600元以下的学生占12%，600-800元
占20%，800-1000元占38%，1000元以上占30%。每月饮食开支
在600元以下意味着每一天的饮食开支仅有20元左右，在目前
学校食堂价格条件下，这样的学生基本上吃不到多少肉。而
每月饮食开支在600元以上的学生，除了正常的就餐外，几乎
天天买饮料喝。

（六）平常购买学习资料的钱

大学生每学期购买学习资料的钱，200元以下的
占36%，200-300元占34%，300-600元占16%，600元以上占14%。
可见大学生平时买书的并不多，除了一部分考研、考各种资
格证的学生外，一般不买教科书以外的书。

（七）每月与恋爱相关的开支

在每月与恋爱相关的开支中，选择单身的占50%，选择100元
以下占5%，100-300元占21%，300元以上占24%。由此可见谈
恋爱的学生，每月在恋爱方面要比其他学生平均多支出200元
以上。

（八）当手中有余钱时最愿意选择的消费项目

29.5%的大学生选择吃喝，24%选择旅游，17.5%选择穿着打扮，
16%选择上网吧，7%选择储蓄，5%选择买书，1%选择其他。可
见民以食为天，吃喝还是主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学生
们也重视自我的穿着打扮，追求时尚成为部分学生的副业。
外出观光旅行，发展的势头强劲，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旅游
者中的主体。

(一)体现出来两大思想趋势



1.理性消费是主流。据了解，在购买商品时，大学生们首先
研究的因素是价格和

质量。这是因为中国的大学生与国外的不一样，经济来源主
要是父母的资助，自我兼职挣钱的不多，这使我们每月可支
配的钱是固定的，大约300-800元之间，家境较好的一般也不
超过3000元，而这笔钱主要是用来支付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
开销的。由于消费本事有限，大学生们在花钱时往往十分谨
慎，力求“花得值”。

2.追求时尚和名牌仍是不老的话题。20岁左右的青年仍是大
学学校的绝对多数，我们站在时代前沿，追新求异，敏锐地
把握时尚，惟恐落后于潮流，这是我们的共同特点。

(二)反映出来的问题

1.储蓄观念淡薄，仍需培养和加强。无论贫困生还是非贫困
生，对于自身的消费现状，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是觉得刚刚好
的，而剩下的同学则认为自身的消费现状是偏高的，同学们
普遍都有在不知不觉中花了钱的体验，但大多数的同学都没
有切实地想过要如何去正视自身消费过高的问题以及想出应
对措施。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用都超出
了预计，仅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够在银行帐号上拥有自我的一
笔积蓄。大部分同学外出兼职，也只是为了给自我增加些零
花钱，而不是为了存进银行、作为储蓄。由此可见，大学生
还未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成熟的消费观。

2.消费差距拉大，出现两极分化。在关于月平均消费一栏的
调查中，有8%的同学在600元以下“勉强过得去”的生活线上
坚持学业；有48%的同学在600-800元之间，有27%的同学
在800-1500元之间，有13%的同学在1500元以上。可见，大学
生的消费差距增大，两极分化也比较分明，这在我国当前剧
烈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有必须的必然性。



3.恋爱费用支出过高。大学生刚开始恋爱为稳固恋情和讨恋
人欢心所付出的“恋爱费”比较高，这是大学生消费中很不
合理的一部分支出，因谈恋爱而每月的生活费入不敷出的大
学生大有人在。

(三)问题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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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关系。

1、今日的大学学校是全方位与社会接触的，享乐主义、拜金
主义、奢侈浪费等不良社会风气随时有可能侵袭我们，如果
没有及时得到学校教师和父母的正确引导，我们很容易构成
心理趋同的倾向。

2、父母在日常生活消费的原则立场是子女最初始的效仿对象。
家庭在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普遍对正确消费观念的教育不
足。

3、学校教育环境对学生消费观念培养的重要影响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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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的专题教育在思想品德修养课中没有充分
开展。另外，校风建设范畴中普遍缺少倡导大学生勤俭节俭
生活消费观的资料。

综合以上分析，针对大学生在消费中产生的问题，我们提出
的几点提议：

（一）增强独立意识，培养和加强理财本事。现今的大学生
需要懂得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生存，那独立理财本事就
成了重中之重。理财不是简单的四则运算，不是简单的收支
平衡，它需要长期的理性基奠。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脑中有
独立的概念，更迫切的是独立的行动和理性的思考。



己理性的定位。在以寄生性消费为主的大学生中，培养独立
的理财本事、科学的价值观应是当务之急。

（三）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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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构成校
风—助学风的良性循环。所以，应当把大学生良好消费心理
和行为的培养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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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构成，进而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巩固与发展。

（四）注重精神消费，养成健康习惯对于尚未有固定经济来
源的大学生而言，精神消费不但能弥补物质生活上的不足，
还能让大学生有更深的精神内涵和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高中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篇二

见附录(含调查问卷和结果分析表格各一份)

本问卷共发放42份，收回有效问卷31份。发放以我们周围的
同学为主，基本上做到了随机发放。

我们在下头对有代表性的几项进行了具体分析

1.总消费额

统计结果证明，消费额主要集中在350500和500800之间，对
于一个基本上的纯消费群体，我们觉得这个结果略低。我们
认为，适宜的人数分布峰值应当出此刻500800区间，其他区
间应当贴合正态分布，两种极限情景a(350以下)和e(1200以
上)的选择较少，倒是贴合正态分布规律。



2.恩格尔系数

由表中数据可看出，饮食方面支出居于350450的人数最多，
吃饭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较高，所以，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恩
格尔系数较高，这可能是这一群体的特点。虽然研究到，这
一数据受限于我们学校的物价水平，并且与个人饭量的关系
较大，但还是能够反映福州地区大学生消费支出的大概情景。

3、通讯开支

随机问卷得到的结果，品，相反，他们比较注重自我的形象，
追求品位和档次，虽然不必须买名牌，但质量显然是他们十
分关注的资料。

总体来说上大学生的消费仍然处于温饱阶段，即吃饭穿衣仍
然是支出的主要方面;可是这种温饱已经有向小康过度的趋势了
(这点由我们日益增多的手机支出，潜在恋爱支出就能够看
出)。

2.消费层次必须程度两极分化。

3，丰富大脑不惜钱

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就业单位对高学历的要求，此刻一些
大学生读完专科升本科、读完本科读硕士，成批量地买回参
考书。还有一些学生则在读本专业的同时，辅修其他学科，
为自我就业积累知识资本。在旁听课程、购买资料等消费项
目上，他们出手大方，并且家长对此项消费的投入也是乐此
不倦。

4.消费结构存在不合理因素，女生更为突出

大学生的生活消费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至少有一个方面是
共同的，即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以生活费用和购买学习资料、



用品为主。在生活费用中，饮食费用又是重中之重，按照广
州地区的物价水平，以学生在校每一天消费十元左右用于基
本饮食需要来估计，学生每月净饮食费需300元左右。

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被调查的12名女生中，66.7%饮食费用
在350元以下，有的为了坚持苗条身材控制自我的食欲，有的
为了节俭支出不顾营养需要净选择廉价的饭菜;而19名男生中
也仅有84.2%到达标准。当问及他们是否研究过自我的营养结
构问题时，比如对一杯奶养起一个民族说法的认同时，90%的
同学表示认可，但不怎样在意。当我们把饮食结构不合理的
问题在讨论会上指出的时候，他们当中，尤其是女同学很多
都承认自我对健康饮食知识了解不够。

5.过分追求时尚和名牌，存在攀比心理

6.恋爱支出过度

在调查和讨论会上我们发现，一部分谈恋爱的大学生每月大
约多支出100-200元左右，最少的也有50元左右，最高的到
达500元(比如送名贵礼物给对方)。他们大多承认为了追求情
感需要物质投入，经常难以理性把握适度消费的原则。这是
让人感到忧虑的方面。趣味的是，传统意义上谈恋爱的费用
支出一般由男方承担的局面已经完全被打破，而出现三种情
景，即男方全部承担、男女方共同承担和女方主动全部承担，
女生的恋爱支出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生存，那独立理财
本事就成了重中之重。理财不是简单的四则运算，不是简单
的收支平衡，它需要长期的理性基奠，个人盲目的冲动不是
独立，是任性的表现，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脑中有独立的概
念，更迫切的是独立的行动和理性的思考。主要有两方面的
资料：其一，正确认识金钱及金钱规律的本事;其二，正确运
用金钱及金钱规律的本事。

2.克服攀比情绪



攀比心理的构成不可避免。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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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我理性的定位。大学生的确需要竞争
意识，但并不是所有的事物我们都需要争，生活上次于别人，
并不可耻，没有必要抬不起头来。

经过这次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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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生源来自全国各地，
由于家庭情景的不一样和消费习惯的差异造成的。在以寄生
性消费为主的大学生中，培养独立的理财本事、科学的价值
观应是当务之急。

3.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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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构成校风助学风的良性循环。所以，应当
把大学生良好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培养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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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进而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
巩固与发展。

高中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篇三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迅速普及、而作为大学生、
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娱乐、电脑都是他们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方便高效的现代工具、电脑正在被
当作必备生活和学习的工具而大量的涌入宿舍。当今的大学
生乐于创新、易于接受新事物、他们往往追随或引领时尚潮
流。电脑作为一种方便高效的现代化工具、似乎与大学生有
一种天然的紧密的联系、它正在被当作必备的生活和学习工



具而大量地涌入学生宿舍。在当前社会电脑普及率并不高的
情况下、大学生可以说是又一次站在了信息时代的前沿。虽
然学生的消费能力有限、但国内家庭用户对电脑的投资、很
大程度上都是为他们子女购买的、而这群年青人显然对这种
高科技时尚产品更了解。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电脑的日益降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了自己的电
脑。大学生们将电脑用于工作、学习和娱乐等各个方面、电
脑已经从最初的辅助性工具成为很多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
缺少部分、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所以当
前的笔记本电脑消费市场中、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
群体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了解现在大学生对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情况和使用用途分析
购买偏好

2、 了解目前我国市面上常见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及市场现状

3、 了解大学生购买笔记本电脑时的购买方式的选择

4、了解电脑品牌在大学的销售情况；

5、了解电脑品牌售后服务在大学生心中的印象；

6、为了让本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对大学生笔记电脑市场有更
多的了解、为客户打造优质的服务。

重庆邮电大学全体学生。

20xx年11月12日—20xx年11月26日

1、购买的电脑品牌；

2、对购买品牌售后服务的满意度；



3、售后服务在你买电脑时比重占多大；

4、你现在最中意的售后服务品牌及原因；

5、售后服务的内容；

6、大学生对于售后服务的需求。

形式：

问卷调查。

方法：

由工作人员在重庆邮电大学中心食堂外随机派发调查问卷。
调查人员向同学们说明目的、并特别声明在调查结束后将会
赠送被调查者一份精美的小礼品、请求同学们帮忙协助调查、
并向同学们表明谢意。调查人员应引导被调查者积极参与、
有效的回答问卷中的各个问题、以得到最真实的答案。调查
过程中、调查人员应耐心等待、不能催促。

调查督导：阿卜杜乃比·拜克尔

调查人员：阿卜杜乃比·拜克尔、阿巴拜科日·阿卜杜外力、
刘金君

复核员：阿卜杜乃比·拜克尔

调查问卷300份、30元。

精美小礼品300份、90元。

高中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篇四

（一）调查的性别、年级、家庭情况介绍。



在接受调查并返回问卷的228名同学中，男生所占比率
为50.88%，女生为49.12%，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其中，大一
学生的比例为75.44%，大二、大三学生的比例分别为18.86%、
5.26%，大四学生占0.44%。大多数同学来自城镇乡村，家庭
经济情况稍差，部分同学来自大中小城市，经济情况较好。
总体来说，参与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比例均衡，确保了调查
的普遍性与真实性。

（二）分析。

1.大学生消费水平

在月平均消费的调查中，生活费低于300元的
占2.63%；300-500元之间的占7.89%；500-1000元之间的
占33.77%，1000-1500元之间的占37.72%；而1500元以上的
为17.98%。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83%的同学月消费
不超过1500元，而有33%的同学月消费在500-1000之间。我们
可以得出，我校的生活花费，500-1500元还是被大家所认可
的一般水平。所以大部分的同学消费水平还是比较适中的。

2.大学生消费来源

大学生的消费资金主要从哪里来呢？通过调查发现，在生活
费来源方面，基本上所有的同学要依靠父母，只有少数的同
学的资金来源于各方面的困难补助，奖学金，助学金等，还
有一部分来源于勤工俭学或兼职补贴日常开销。由此可见同
学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父母，但来源趋向于多元化。但是生
活费里不包括学费，住宿费等，要是加上这些“巨款”，我
相信来自父母的资金比例将更高。因此，可以说，大学生基
本还是一个纯消费者。

3.大学生饮食消费

从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我校学生在饮食方面支出居400元以



上的人数最多，“吃饭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较高。因此。
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恩格尔系数较高，这也许是这一群体的特
点。这与我们学校的物价水平以及个人饭量有关，从侧面或
许反映了我校食堂饭菜定价略高及学校餐馆饭店的定价偏高
的问题。

4.大学生通讯消费

随机问卷得到的结果，大学生几乎人人一部手机，可见大学
校园手机的普及率之高。他们通信月支出在50元以下
和50?100元的分别达到27.63%和56.14%，八成的同学每月都
很少打电话，或者每个电话都很短。既是考虑到目前的手机
普及率，大家这方面的消费还是比较合理的，这可能与在校
生平时时间紧张有关。

5.大学生娱乐和学习消费

通过调查，大学生大多数都会在娱乐方面进行适当消费，相
比于饮食消费略低，但也占了不少的比重。相应地，在学习
方面的消费也比较均衡。不过有少部分学生在学习方面的消
费远远小于娱乐消费，希望这种重娱乐轻学习的现象不要得
以蔓延。

6.大学生消费计划

综合分析调查问卷，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生储蓄观
念薄弱，基本没有消费计划。对于资金的支出具有很大的随
机性，没有宏观的安排，更无详细的打算。大多数同学都坦
承自己是“月光族”，很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只有少部
分同学对自己的资金有简短的计划，并且有记账的习惯。部
分同学还存在超前消费的情况，一般这些消费都是用在促销
品及服饰上。也有少部分同学倾心于新型的电子产品，采用
超前消费的方式进行购买。



（三）调查小结。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基本了解我校大学生消费状况以及消费
趋势。大学生基本生活消费大体上是现实的，合理的。但离
散趋势明显，个体差异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来自全国
各地。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校多数学生
只是纯消费者，基本上没有收入来源，如果在大学期间没有
学会科学合理的理财方式。开学的时候拼命花钱，到了学期
末就四处举债，这样的大学生在踏入社会后又如何能面对更
多的风险与挑战？大学时代弹指即逝，学生应当把精力更多
地集中在学业上，不必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轻视了这一点，认为学生消费
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更没有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提示。综合以
上分析，我们可看出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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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等诸多影响消费的
因素中，他们首先考虑质量的因素，其次注重于品牌，因此
可以说大学生充满的是感性而略掺有理性的消费观。所以大
学生消费观念还有待提高，而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消费的
责任还任重道远。

高中生消费情况调查报告篇五

（一）家庭平均月收入

（二）月平均消费金额

月平均消费金额600元以下的占8%，600-800元
占20%，800-1500元占48%，1500元以上占24%。由此可见，大
部分学生的月平均消费金额为500-1500元，每月消费金额超
过1500元的只占13%，社会上一些舆论认为大学生代表着高消
费，代表着奢侈浪费的看法是片面的。

（三）每月的生活费



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来自于家庭，也有一部分学生通过打工
赚取生活费甚至学费。感觉生活费月月有余的学生占6%，感
觉刚好够花的占51.5%，感觉不够花的占42.5%。可见接近一
半的当代大学生用钱缺乏计划性，缺乏理财能力。

（四）消费方式

大学生在消费时选择能省则省的占11.5%，有计划消费的
占6.5%，想花就花的占36%，选择其他的占46%。可见许多大
学生的消费方式比较随意，缺乏计划性，所以导致钱不够花。

（五）每月的饮食开支

每月饮食开支在600元以下的学生占12%，600-800元
占20%，800-1000元占38%，1000元以上占30%。每月饮食开支
在600元以下意味着每天的饮食开支只有20元左右，在目前学
校食堂价格条件下，这样的学生基本上吃不到多少肉。而每
月饮食开支在600元以上的学生，除了正常的就餐外，几乎天
天买饮料喝。

（六）平常购买学习资料的钱

大学生每学期购买学习资料的钱，200元以下的
占36%，200-300元占34%，300-600元占16%，600元以上占14%。
可见大学生平时买书的并不多，除了一部分考研、考各种资
格证的学生外，一般不买教科书以外的书。

（七）每月与恋爱相关的开支

在每月与恋爱相关的开支中，选择单身的占50%，选择100元
以下占5%，100-300元占21%，300元以上占24%。由此可见谈
恋爱的学生，每月在恋爱方面要比其他学生平均多支出200元
以上。



（八）当手中有余钱时最愿意选择的消费项目

29.5%的大学生选择吃喝，24%选择旅游，17.5%选择穿着打扮，
16%选择上网吧，7%选择储蓄，5%选择买书，1%选择其他。可
见民以食为天，吃喝还是主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学生
们也重视自己的穿着打扮，追求时尚成为部分学生的副业。
外出观光旅行，发展的势头强劲，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旅游
者中的主体。

(一) 体现出来两大思想趋势

1.理性消费是主流。据了解，在购买商品时，大学生们首先
考虑的因素是价格和

质量。这是因为中国的大学生与国外的不同，经济来源主要
是父母的资助，自己兼职挣钱的不多，这使我们每月可支配
的钱是固定的，大约300-800元之间，家境较好的一般也不超
过3000元，而这笔钱主要是用来支付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开
销的。由于消费能力有限，大学生们在花钱时往往十分谨慎，
力求“花得值”。

2.追求时尚和名牌仍是不老的话题。20岁左右的青年仍是大
学校园的绝对多数，我们站在时代前沿，追新求异，敏锐地
把握时尚，惟恐落后于潮流，这是我们的共同特点。

(二) 反映出来的问题

1.储蓄观念淡薄，仍需培养和加强。无论贫困生还是非贫困
生，对于自身的消费现状，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是觉得刚刚好
的，而剩下的同学则认为自身的消费现状是偏高的，同学们
普遍都有在不知不觉中花了钱的体验，但大多数的同学都没
有切实地想过要如何去正视自身消费过高的问题以及想出应
对措施。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用都超出
了预计，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够在银行帐号上拥有自己的一



笔积蓄。大部分同学外出兼职，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些零
花钱，而不是为了存进银行、作为储蓄。由此可见，大学生
还未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成熟的消费观。

2.消费差距拉大，出现两极分化。在关于月平均消费一栏的
调查中，有8%的同学在600元以下“勉强过得去”的生活线上
坚持学业；有48%的同学在600-800元之间，有27%的同学
在800-1500元之间，有13%的同学在1500元以上。可见，大学
生的消费差距增大，两极分化也比较分明，这在我国当前剧
烈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有一定的必然性。

3.恋爱费用支出过高。大学生刚开始恋爱为稳固恋情和讨恋
人欢心所付出的“恋爱费”比较高，这是大学生消费中很不
合理的一部分支出，因谈恋爱而每月的生活费入不敷出的大
学生大有人在。

(三) 问题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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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关系。
1.今天的大学校园是全方位与社会接触的，享乐主义、拜金
主义、奢侈浪费等不良社会风气随时有可能侵袭我们，如果
没有及时得到学校老师和父母的正确引导，我们很容易形成
心理趋同的倾向。 2.父母在日常生活消费的原则立场是子女
最初始的效仿对象。家庭在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普遍对正
确消费观念的教育不足3.学校教育环境对学生消费观念培养
的重要影响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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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的专题教育在思想
品德修养课中没有充分开展。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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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分析，针对大学生在消费中产生的问题，我们提出
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独立意识，培养和加强理财能力。现今的大学生
需要懂得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生存，那独立理财能力就
成了重中之重。理财不是简单的四则运算，不是简单的收支
平衡，它需要长期的理性基奠。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脑中有
独立的概念，更迫切的是独立的行动和理性的思考。

己理性的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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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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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注重精神消费，养成健康习惯 对于尚未有固定经济来
源的大学生而言，精神消费不但能弥补物质生活上的不足，
还能让大学生有更深的精神内涵和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