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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大学生消费结构调查及建议 

孙江诚 韦艺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随着我国大学的不断扩招,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其消费行为结构应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此针对武汉市大学生调查其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并给予相关建议,我们对调查数据

统计分析得知,大部分大学生消费结构大体上合理,但仍存在相关问题,研究结论对引导大学生培养正确的消费结构

提供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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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背景 

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特殊的消费群体,也是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和消费潮流的引导者,会对中国未来的

消费方式有深刻影响,其消费观念直接的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大学生年纪较轻,社会阅历浅薄,易受社会环境、校园环境、

家庭经济背景的影响,容易产生错误的消费观念。在自主消费中容易出现跟风,攀比和超出其消费能力购买商品等不恰当的消费

行为,所以大学生消费的行为及结构值得社会去关注,正确的引导在校大学生走向健康而合理消费则将成为一项重要的调查研

究。对此,本人对湖北武汉几所大学的学生发放 1000份不记名调查问卷来分析武汉在校大学生的消费结构情况,收到 977份有效

问卷,有效率 97.7%,其中男生 512 人,女生 465 人。问卷内容包括经济来源、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对消费内容的规划等几个方

面。 

2 大学生消费现状 

分析调查问卷得知,占比约 40%的同学的月生活费在 1200-1500 元区间,月生活费在 1500-1800 元和 800-1200元的同学的占

比均为 20%左右。最后 20%的同学的月生活费高于 1800元,绝大部分同学的生活费都是由父母每月给的生活费,20%的同学会进行

日常兼职来赚取额外的生活费,还有 10%的同学会通过奖学金或者助学金以及压岁钱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 

大学生每月必要的开销是日常餐饮、添置衣物、购买学习用品和话费支出。10%的同学认为需要每年更新自己的电子产品,

大部分同学认为是 2-4年更新一次。最后 20%的同学认为电子产品需要使用到其不能使用之后再进行更新。半数同学每学期会与

同学一起旅游,但是旅游经费大多数都向父母索取,经费具体数额则取决于旅游地点的远近。57.27%的同学会每月购置化妆品,还

有 44.55%的同学每月进行虚拟商品消费,10%左右的少数同学会购买奢侈品、保健品等等商品。每月大部分同学在必要餐饮上的

消费为 850 元左右,有 20%的同学必要餐饮上的费用达到了 1200 元;但是其中早餐费用在同学们消费占比中较低,有 14.55%的同

学几乎不吃早餐,30%的同学基本上不吃早餐,只有27.27%的同学每天都吃早餐,吃早餐的同学中平均费用为5元;平时参加社交活

动聚餐中,63%的同学每月的开销为 100-200元,并且外出聚餐时,67.27%的同学选择 AA制付款;54.55%的同学的话费支出在 50元

以下,51-80 元话费的同学占比为 32.73%,大部分同学的话费开支并不是很高,但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是一项必要支出;在每月有虚

拟产品充值上的同学,大部分同学是充值 15-30元,为开通 QQ会员、QQ音乐绿钻会员、视频会员等;40%的同学每周会点 1-2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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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20%的同学每周会点 8-14 次外卖,很少有同学不点外卖;34.55%的同学每周花在水果上的费用为 21-40 元,也有 8%的同学基本

不吃水果,但是其余同学每周都会买水果吃;34.55%的同学不经常吃零食,每周在零食上的花费也是在 20元以下,其余同学每周花

在零食上面的费用为 50元左右;50%的同学平均每月会在穿着上花费 100-200元来购置自己的新衣,在购置衣物的同学中,大家更

加偏向于把更多钱花在鞋子和上衣上,很少有同学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裤子;调查中,有 70%的同学规划过自己每月的花销,大家

每月花销消费金额由多到少进行排序为饮食、穿着打扮、生活用品、娱乐爱好、学习、人际交往、理财上面。80%的同学在月底

有生活费结余;最后各位同学对自己每月开销总额的看法 60%的同学认为比较合适,5.45%的同学认为过多。 

3 大学生的消费结构 

大学生的月生活费用在逐年增加,每月必须消费在其中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大学生的娱乐需求在其中占的比重在上升,而

用于学习上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每月用于学业上的消费只占 5%,大部分大学生每月仅仅购买中性笔和草稿纸,更有的甚至仅在

期末考试月购买。极少同学会购买课外学习资料或者读物。在娱乐消费方面占比逐年增加而达到 30%,调查的大学生中 60%的同

学会每周跟同学小聚一次,每月基本都有一次到 KTV或者当地一些景区之类的娱乐场所进行娱乐消费。添置衣物已经成为大部分

当代大学生的必要消费,随着网上购物平台的兴起,大学生平均每月购置衣物费用占比达到了 15%,并且往往都追求名牌,甚至有

少数同学追求起了奢侈品牌。 

4 大学生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大学生在精神文化建设上的消费占比较低,在课外阅读学习上花费较少,在消费娱乐支出上花费较多,消费重心已经

从精神文化的追求偏移到追求物质的享受,这种情况对仍在学习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正常,购置衣物时追求溢价较高的名牌,具有

攀比现象,在购置化妆品时更是追求购置一些国际名牌,在寒暑假期间,大部分大学生会与同学一同旅游,而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

大学生来说往往会向父母索取资金。旅游期间消费同时也会与同伴之间跟风攀比。 

5 改善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建议 

在个人方面:加强自我教育,在消费行为上正确评价自己并及时改正。大学生应注重个人精神修养,在每月生活费中划出固定

一部分用作购置学习资料,减少每月物质娱乐消费,注重精神文化消费。在家庭方面:父母以身作则,树立正确消费观,给予孩子生

活费的同时,应该遵从适量原则,拒绝给予高额生活费。在学校方面:注重大学生消费教育,开展消费行为方面讲座,营造健康消费

环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社会方面:增加大学生消费市场,并维持市场秩序,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的需求,为大学

生树立一个公开透明环境让其消费。及时制定相关政策从各方面引导大学生养成正确的消费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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