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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方案
 1.调查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形式丰富、多样的消费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在现代社会贫

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价值理念呈现多元化的环境下，其

消费状况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另外，当代大学生是

跨世纪的人才，是开创21世纪大业和进一步振兴中华的主

力军，所以社会对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树立科学正确的消费观念对于以后大学生成才道路上具有

重大的意义。



2、调查目的及任务

　目的：

（1）了解我校大学生消费状况、结构及消费观念。

（2）把握大学生生活消费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导想，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3）使大学生拥有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做一个理性的消

费者，安排好自己学习与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

    任务：我们小组进行对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花费多少钱、

主要的经济来源、高消费的次数、等方面的调查。



3、调查对象: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学生

4、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网络向学生发放问卷，回收到足够数量的调查信

息，最终由调查人员将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并形成报告。采取网络调

研的形式（所以在调查经费上没有支出），一方面便于发放和回收

问卷，另一方面希望借助网络的影响力，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这次

调研中来，收集到更全面的信息，得出更具代表性的结论。

5、调查项目及（内容设计）

项目：大学生的生活费消费结构；大学生的消费观念 ；消费支出

情况；消费方式选择；消费目的等。



6、小组的分工明细表

调查方案          调查问卷          调查报告          小组总结          参与讨论
莫登惠     √                                             √
龙文莉                √                               √
陈明芳                          √                               √
李锦     √                                             √
吴兴强                √                               √
杨畅                                     √                √
备注：上方表格所表述的为主要负责人，全组都将参与每一个步骤。



二、调查问卷
1、请问你的性别是（ ）

A男             B、女

2、请问你所在的年级（ ）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3、请问你的家庭情况如何（ ）

A富裕     B、小康      C、一般      D、困难

4、请问你一个月的生活费事多少（ ）

A、600以下  B、600-800   C、800-1200   D、1200以上

5、请问你每月的生活费主要花费在哪些方面（ ）

A.生活必需品（伙食） B.娱乐（聚会，手机费等） C.学习 D.找工作 F.其他

6.生活费的来源是（）

A.完全由家里承担    B.部分由兼职赚得     C.完全由兼职赚得

D.部分来自于助学贷款或奖学金    E.其他 



7、.学期初的开销是否影响以后的消费状况？
A.影响很大 B.一般 C.很少 D.无影响
8、衣食两项支出占生活费的比例是？
A.30%以下 B.30%—50% C.50%—70% D.70%—90% E.90%以上
9.你做兼职的理由是？
A无兼职经历 B凑生活费或学费 C增加娱乐消费支出D自我锻炼，增加社会经验 E.其他 
10、请问你每月的生活费情况（ ）
A、经常透支  B、月光族  C、能存就存  D、以省钱为目标
11、多选）当你有足够的钱是你更愿意把它费在哪些方面（ ）
A、吃喝    Ｂ、购物   C、旅游   D、储蓄  E、其他
12、你对现在每月的消费情况满意吗（ ）
A.很满意 B.较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13、你目前的消费状况是
A.精打细算 B.合理安排 C.随心所欲 D. 注重享受
14、多选）你赞成下列哪些看法（    ）
A、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永远不会过时
B、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倡“勤俭节约”
C、在全社会提倡“勤俭节约”，以前有用，现在已经过时
D、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想办法买下来



三、调查报告
           日常生活费的数量，来源，支出结构等方面的情况和大学生的学

习生活息息相关。大学生群体的消费状况不仅影响到其生活水平，还

直接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现状和消费观念。根据问卷的发放情况，

参与问卷填写的我校专科生共有100人，其中大一至大三的学生各有

40人、40人、20人，各占总人数的40%、40%、20%。男女比例1:1，

各50人。大一、大二及大三男女比例均为2：2:1，分别为20、20、

10。

　　    由于各种因素，导致调查收集到的数据有局限性，回收的问卷中

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因此本报告的调研结果主要反映大一、

大二学生的消费状况，大三的学生由于其即将毕业的特殊性质，可能

与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消费状况有所不同，他们的具体情况还有待

后续的详细调查，在此报告中将不作详细的分析，我们将在日后的调

查中着重了解大三学生的消费状况。



1.数量
      我校大学生的平均月生活费数量的分布图如表所示:

600元以下 12 12%

600-800元 14 14%

800-1200元 50 50%

1200元以上 24 24%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生活费在800元以下的同学接近三成，而

在现实社会中，随着我国物价大幅上涨,人均消费水平也呈上涨趋势，

月平均生活费在800元以下的水平是比较低的，因此可以看出我校接

近三成的大学生生活费数量较少。相比较之下，生活费在1200元以

上的同学占到24%，说明大学生中的高消费人群也不占少数。而在

800—1200这个数之间却有一半人数。说明大学生的生活状况良好，

反映出大部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较合理。



生活必需品（伙食） 54 54%

娱乐（聚会，电话费等） 31 31%

学习 9 9%    

找工作 3 3%

其他（主要购物） 3 3%

2.每月的消费情况

根据调查，我校大学生主要消费方面如下：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购买生活必需品为花销的主要方面，其次为娱乐和学习费用。
同时同学们相互见面、聚餐等，也需要支出一部分费用。在学习方面，会有相当一部分
费用用于购买新课本和学习用具，参加考试、培训等。而各项支出按比例大小进行排序，
衣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费用也是占比例最高，其次为娱乐和学习方面。调查结果同时也
反映出广大学生在学习上面的花费较少。

 



3.来源
根据调查，我校大学生生活费来源的情况基本如下：
完全由家里承担                                   52              52%
部分由兼职赚得                                   33 33%
完全由兼职赚得                                   10 10%
部分来自助学贷款及奖学金 3 3%
其他（主要是通过勤工俭学） 2 2%
　　      由此可以看出，我校绝大部分同学的生活费还是主要由家里人

承担，说明大学生群体在步入社会前夕由于年龄，资历，能力等方面
的原因，还无法完全实现经济独立，同时也说明家长普遍愿意承担子
女教育费用，重视子女的高等教育。而极少部分人生活费由勤工助学
或家教等兼职所得，部分同学从助学贷款及奖学金中获取部分生活费，
说明现在大学生的生活费来源较多元化，国家和学校在此方面给了贫
困学生和特优生一定的支持，大学生也开始逐渐树立起自强自立的意
识，学会帮家里减轻负担，打工挣钱即锻炼了自身能力也积累了一定
的社会经验。



4.学期初的开销影响以后消费状况：

根据学期初消费来看对后期生活的影响：
很大 28 28%
一般 40 40%
很少 8 8%
无影响 24 24%
            学期初因为要置换新的生活用品，为饭卡充值等，因而花费较多。

同学们近一半认为学期初的开销对以后生活的影响一般或很少的原因
可能是他们已经做好预算，准备充分，故学期初的花销不会太大影响
以后的生活。但不排除也有同学会认为学期初的较大幅度开销会影响
到日后的生活这种情况，对此情况我们就要建议同学在学期开始之前
最好要做出相关预算，不要超前支出，以免影响以后的生活甚至影响
基本衣食等。



5.衣食支出消费情况：
     由调查结果显示，衣食两项支出占生活费用的比例还是较大的，具体

情况如下：
30%以下 3 3%
30%—50% 7 7%
50%—70% 40 40%
70%—90% 40 40%
90%以上 10 10%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同学衣食支出占生活费的绝大部分。

大约90%的同学的衣食费用超过总生活费的50%，有10%的人甚至
超过90%。



    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衣食费用显然是日常开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首先，
生活在校园里面，大部分学生还是跟社会接触较少的，因而除了衣食，其他方
面的费用也不是很多；另一方面，因为学业繁忙等原因，更多同学青睐方便快
捷的网购，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学生衣食方面的开销；最后，近些年
的物价上升，使得衣食的成本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日常支出中所占
的比例。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费，做好
相关预算，切不可盲目消费，否则可能会影响自己基本的衣食需求；第二，要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坚持勤俭节约，不能攀比拼排场。因为由上面的统计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同学的生活费都是来源于家庭和父母，减少不必要的消
费可以减轻家庭和父母的负担；第三，统计结果表明广大同学花在学习上的费
用不是很多，反映了同学对学习不是太重视，而学习是我们学生基本的任务和
使命，所以我们应当适当增加在学习上的费用，学习到更多的技能。第四，衣
食等基本生活费用的过高也反映了部分同学注重物质消费而轻视精神消费，所
以我们有必要协调这两方面的比例，促进个人全面发展。



6.兼职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兼职是部分学生生活费的重要来源。
做兼职理由的分布表：
无兼职经历                  32 32%
凑生活费或学费                  12 12%
增加娱乐消费支出 20 20%
自我锻炼，增加社会经验 36 36%
               依表可知，我校学生近三成的人无兼职经历。同学们做兼职的理由，

一成人数同学打工赚钱的直接目的是补充生活费和学费，说明他们认为自己
可掌握的资金不足以支付日常费用，需要另外赚得，而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
无法保障，生活水平有待提高；与此同时，也有两成同学为了娱乐活动而外
出打工攒钱，对自我放松消遣较为看重，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要劳逸结合。另
外近四成同学则是为了锻炼自己，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积累社会经验
而通过做兼职的方式来接触社会的，这充分说明我校大学生有一定的社会和
家庭责任感，崇高的理想和社会实践能力，值得鼓励。



7.每月的生活费情况：

根据调查，生活费具体情况如下：

经常透支      36 36%

月光族 26 26%

能存就存 30 30%

以省钱为目标 8 8%

            根据数据可知，我们学校的学生近三成都有月光族行为，而近四

成同学有透支现象，极少数人才有以省钱为目标的生活方式。



8.你有足够的钱，你将如何使用

根据调查，当有余钱，安排如下表：

吃喝     30 30%

购物 34 34%

旅游 18 18%

储蓄 10 10%

其他 8 8%

           根据数据反映来看，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把余钱花费在了购物与旅

游上，极少数同学才会采取储蓄的行为。说明大家都有极强消费观念，

很少有储存的思想。



9.对自己消费水平的整体满意程度
对自己生活费的整体收支情况是否满意：

很满意 15 15%

较满意 40 40%

一般 41 41%

不满意 4 4%

10.对自身的消费观念
你目前的消费状况是：

精打细算 10 10%

合理安排 24 24%

随心所欲 36 36%

注重享受 30 30%

    根据9、10题总体来说，我校大学生对于自己的消费水平，还是持满意态度
的，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对自己生活费合理安排的人不在少数，部分学生
还是能够考量自身的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的。可以看出大学生还是
能够合理消费，有较强的理财能力的，这是一件值得我们为之欣喜的事情。
同时，也会有少部分学生对自己的消费现状不是很满意，这可能与他们不善于
合理安排消费，过分节省或者过分注重于物质享受有很大关系。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建议同学要调整自己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作为大学生，我们本身就没
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在花费上也应该充分考虑家庭以及自身的能力，养成适量
消费、理性消费的好习惯。



(三)结论：
    生活费是大学生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此次调查贴近学生生活，以学

生平时关注的生活费为出发点，希望能够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和日后规
划有所帮助，也希望对学校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学生在校生活提供参考。

    可以说，本次调查的收集到的信息还是比较全面客观的。此次通过在
校专科生生活费信息情况的收集，让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了本校大学
学生在学校的消费状况，主要内容总结为以下几点：

    1.多数学生的月生活费在1000元左右，参照目前的物价状况，消费水
平还是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状态之下。

    2.虽然目前大多数学生的生活费还是由家人供给，但还是由很多同学
能通过拿奖学金、兼职等方式，凭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提高生活质量，
这是值得我们所有大学生称赞和学习的。

    3.多数学生拥有很好的经济管理能力，能够让自己在能力范围之内合
理消费，并且做到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所保障，生活水平也较为满意。

    4.大多数同学认为在娱乐和学习方面的花销应该做出调整。



（四）建议：  

           1.大学的宝贵时光，不应该被物欲和奢靡埋葬，我们要珍惜在大
学学习的机会，在学习上多投入一些花费，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让
娱乐和学习二者实现平衡。

　　　 2.大学生通过对生活费的合理规划，可以培养自己的理财能力，
虽然我们还未真正步入社会，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有良好的自我规划
能力必不可少，能够学会合理消费，对于不是很有益的消费结构和消
费观念做出适当调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
重要课题。

　　　 3.对于少数对自己的日常花销很少有计划或者没有任何计划的同
学，我们更加建议要通过记账或做出预算的方式等改变自己的消费现
状，做一个既要懂得享受生活情趣，又能注重勤俭节约的人。

　　　 4.诚然作为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不能让过度娱乐造
成盲目消费，更不能让贪图享乐耽误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