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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
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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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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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二

a、2人负责联系合肥学院院学生会，便于协助工作。

小组成员：王荃孙克凤

b、2人负责工作中所需要的后勤服务。

小组成员：马琦刘郝

c、8人负责发放问卷，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组长：陶婷

副组长：吴庆娇，章璐

成员：张中耀程刚陈雅雯涂碧丹张帆

2、调查的工作步骤



(1)制作问卷，审核问卷，印制问卷等其他备用物品。

(2)联系各系学生会负责人，确认发放调查问卷的时间。

(3)确认回收问卷的时间，并安排负责人认真回收。

(4)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3、参与调查工作的人员培训

(1)让参与工作的人员熟悉问卷内容，方便对学生的询问进行
解答

(2)提醒工作人员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4、调查经费开支的预算：

a、调查问卷的印制及相关备用物品的费用。约为20xx元人民
币

b、调查期间所需的通讯费用。约1500元人民币

c、调查期间所需的餐饮费用。约3500元人民币

d、调查前期及期间所需的搜集资料费用。约100元

e、调查期间附送的礼品费用。约5000元人民币

f、其他的意外备用经费预算。

备注：总计约12500元人民币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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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四

总的来讲，追求实用、理性消费是大学生消费的主流，但其
中不乏非理性消费的存在。但是大学生消费的问题仍旧没有



得到较好的解决，如果对这些非理性消费行为不能及时引导
扭转，不仅会影响大学生的学业、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还影响家庭的经济支配，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甚至影响社会的未来及持续发展。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和消费
观念要得到改善需要时间，不仅要学生自身，社会、学校、
家庭的相互配合，才能慢慢的看到成效。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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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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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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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七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我校大学生的消费脉搏，解读我校大学生
的消费文化、了解其呈现的特点，并且对存在的问题寻找对
策，我们小组对我校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因时间有限，
我们随机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客观、真实、实事求是，
是我们此次调查的态度。调查的数据一方面使我们了解了许
多信息，明确了我校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另一方也不禁引起了
我们更多的思考和疑问。借此，希望能够和大学一起发现些
实际点的东西。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
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伴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从1998到20xx年，短短10多年，中
国大学生仅总数就从108万激增到700多万。大学生人数大幅
度增加，愈加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出现。同时大学生在
同龄人中是文化知识水平较高、思想道德素质相对较好的群
体，具有表率和示范的作用。他们既具有青年前期的年轻人
消费观的新变化，又具有不同于同龄人的消费观。重视大学



生消费的新变化，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不仅有益于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将会对社会消费的正确引导起到良好
的示范作用。因此全面细致地了解大学生的消费状况已成为
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正确引导大
学生的消费观则成为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学生的重点。

在中国，一向都是“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孩子考上大学了，
就要钱给钱，要物买物，这不仅导致部分家庭财政透支，还
容易使孩子养成大手大脚花钱、贪图享乐的坏习惯。大学生
消费中的趋同心理、攀比心理。大学生的消费心理由于所处
的环境以及他们由于自身的群体化特征，往往采取与大多数
人相一致的消费行为，多数同学在消费过程中“从众”性较
强，这也就是大学生消费时的“趋同心理”。趋同心理表现
为消费者看到别人购买某种物品时，哪怕这一物品自己本身
并不那么需要，也会随大流购买，以保证自己与群体的一致
性。而趋同心理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发展成为攀比、
炫耀心理，攀比、炫耀心理实际上是一种超越自我价值的自
我虚构，表现在对物质生活的高欲望——追名牌、追流行。
许多大学生就是这样以拥有各类名牌(而不是用优异的学业或
特殊的才华)作为炫耀的资本。

总体状况当前昆工大学生的消费构成主要分为：基本生活
费(衣、食、住、行)，学习消费(学费、书籍杂费、考证费、
电脑等)，休闲娱乐消费(休闲、健身、旅游、娱乐等)以及人
际交往消费(人情往来、恋爱)等四大方面。

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来自城市，其次是城乡结合部，不同的
生活区域对消费水平有着一定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月花销在600元以下的
占31.99%，600—800元水平的占31.62%，800——1000元的
占23.9%，1000元以上的占12.5%.说明大部分学生的月平均花
销水平在600元，来自中等收入家庭，家庭经济并不富裕，大
部分学生个人月开支与家庭月均收入有关。调查说明，大学



生除了要支付每学年的培养费外，每月的开支也是一个不小
的数字，家长供应子女上学的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大学生消费支出(依次为饮食，学习，朋友聚餐，化妆品，服
饰，恋爱，话费)

调查表明：大学生的消费心理还是主要是考虑其实惠性，绝
大部分的大学生考虑的是消费品的.实惠和高标准，可见大学
生的消费观念主要是商品的实用性及品质质量。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就调查的在校大学生的消费内容主
要集中在基本饮食及学习生活两大方面，由此可知：

1、在消费结构上发展资料占的比重呈扩大趋势。

当前的大学生们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比重有所下降，
而用于改善学习的消费比重在提高，用于满足精神文化需要
的消费开始上升。

2、消费呈现多层次化。在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前提下，通讯
和购物所占的比重较大，请同学吃饭和购买书籍也占了一定
的比重。

对许多大学生来说，就餐已经超越了填满肚子的范畴。尽管
食物支出仍是当前在校大学生的主要支出之一，但另一方面，
大学生们走出校园食堂到外聚餐的费用与日俱增，麦当劳，
肯德基以及一些价格不菲的特色小吃已成为当前大学生尤其
是校园情侣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除去衣食住行消费，目前大学生的消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
方面。

(一)休闲娱乐及学习消费



调查表明:在休闲及娱乐消费方面，,当前我校大学生娱乐方
式主要集中于上网，玩电脑游戏，看电影等。同时迪厅、ktv
等新兴的娱乐方式也正日渐受到大学生们的宠爱。女生在这
方面的支出要稍低于男生，因为女生们的休闲娱乐时间主要
用于外出购物。而男生们的泡吧费用要远远高于女生。.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相对单调
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希望拥有自己的私人
空间，为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惜以外出租房为代价，这
就使得他们原本就不充裕的生活费更加捉襟见肘了。

此外，尽管目前大学生们在学习上的支出比重有所上升，但
是用于学习方面(购买电脑除外)的消费还是低于娱乐方面的
消费。

(二)耐用消费品消费(价值200元以上)

调查数据表明：手机在学生中几乎人手一部，除此之外电脑
也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而相机，平板这些相对奢侈的物品占
据的比重较少，如此可见现如今大学生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
在日益提高。

(三)爱情、友情消费

爱情和友情是大学校园不得不说的故事。爱情是神圣的，但
爱情也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学校园里的每一
位学子都或多或少地渴望过爱情，更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大
学生活是不完整的大学生活，但爱情的巨大投入仍会令不少
家境相对困难的学生望而却步。当然，这并不能成为那些校
园爱情的执着追求者的障碍。“馒头就咸菜，省钱谈恋
爱。”已经成为不少校园爱情男主角的忠实信条。

有了男/女朋友之后，食物支出和衣物支出相对减少，其他方



面的物质和精神支出相对增加，男生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大
多数的“男主角”们每月在女友身上的投入约在100元左右。
而对于有了异性朋友却又不同校的同学来说，每个月生活费
中的相当一部分都“贡献”给电讯业了。对于恋爱费用的来
源，在深入访谈中我们发现，有的是由“家里特别提供”的，
有的是来自“勤工俭学”的，更多的是从“生活费中支付”
的。这与大学生的社会角色有关，更与家庭对大学生恋爱的
态度有关。

调查数字表明：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之间、
个人与班级、社团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不
仅占据了当前大学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也在大学生的消费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情消费因为其形式多样和不
确定性而相对难以统计。朋友、同学间的你来我往，请吃请
喝是在所难免的;生日聚会等各种形式的庆祝聚餐是不可或缺
的;与不在一起的亲人、朋友的感情联络也是绝对重要的。同
学过生日，考试得高分，当了学生干部、入了党、评上奖学
金、比赛获奖等等都要请客，否则便被视为不够交情、不上
路。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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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概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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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