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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查结果

我们就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1. 普 洱 学 院 参 与 本 次 调 查 的 女 生 占 84.83%， 男 生 占

15.17%，农村户口的学生高达 82.07%，贫困生占 60%。
2. 根据平均每月生活费以及生活费主要来源，调查得出

1000 ～ 1500 之 间 所 占 比 例 为 63.45%， 其 次 是 600 ～ 800 占
31.72%，由父母给予达到 83.45%。由此可以说明，大部分学生
生活费不高，并且由父母承担。多数学生们把生活费用于正餐、
零食、服饰、生活用品等方面。

3. 消费方式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有目的的消费占 30.34%，
随 性 消 费 占 43.45%， 无 计 划 消 费 占 9.66%， 能 省 则 省 占
16.55%。

 
4. 调查报告得出，有记账习惯且能坚持记录每一笔的学生

占 17.24%，记过一段时间，没坚持下去的占 27.59%，只记重
要的开支占 35.86%，从没有记过的占 19.31%。

5. 在消费时关注的是什么？调查得出 55.86% 的学生注重
商品的实用性，37.24% 的学生注重钱够不够用；在购物时，
47.56% 的学生注重符合心里价位就买下，43.45% 的学生注重
货比三家。

6. 月末有结余的人高达 63.45%，无结余的人占 36.55%。
成为“月光族”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较高。生活费有结余的学生

边疆大学生消费支出调查分析
——以普洱学院为例

【摘     要】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致使高等教育深入改革。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合理的消费支出对社会经济和个人发展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得出数据，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边疆地区高校的大学生消费支出情况进行分析，并

对主要的差异进行研究，为边疆地区的大学生合理消费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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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目的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消费时产生的一系列
问题也逐渐被高校及社会所重视。由于网络的飞速发展，边疆
地区的地方高校中出现了“问题”消费的现象。大学生的消费
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调查普洱学院学生的消费情况，
粗略了解边疆地区大学生的消费观。我们针对不同差异展开了
问卷调查，为大学生合理消费支出提供参考和借鉴。

2、调查对象及其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普洱学院在校学生，男生 22 人，女生 123 人；
大一学生 75 人，大二学生 47 人，大三学生 16 人，大四学生 7 人。

一般情况：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而校园网贷已经成
为各高校、社会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学校里没明确提到大学
生应怎样消费，另一方面，社会上盲目跟风、贪图享乐、拜金
等行为的蔓延，对学生的思想及行为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最
主要的是自身辨别能力不强，约束力不够，缺乏主见，这些原
因或多或少都在影响大学生的消费观念。

3、调查方式

以开放式访谈确定问卷的内容，然后制作并发放问卷。问
卷发放是利用网址链接发到各班班群并随机抽取部分学生进行
问卷填写，数据库直接记录数据，方便筛选与分析。本次调查
在网络发放 147 份，回收 147 份，回收率 100%，有效问卷 145
份，有效率 98.6%。

4、调查时间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

5、调查内容

首先，对学生的家庭所在地是否为农村，是否被评为贫困
生明确提出。其次，对学生的生活费来源、多少、如何支配，
及具体用途等提出问题并做出选项。然后，对学生是否有计划
消费、是否有记账习惯及月末是否有结余，结余用途等方面也
有涉及。最后是主观题，询问学生进入大学后的消费观是否发
生改变及其影响。（问卷网址：https://www.wjx.cn/m/39411120.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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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消费的人数高达 52.17%，用于理财的有 22.83%, 用
于买心仪的贵重物品占 19.57%，用于学习的只有 5.43%。

7. 如果增加生活费，大学生将怎样消费？ 72.41% 的学生
将用于学习，64.14% 的学生将用于个人形象，如衣服、化妆品
的消费。43.45% 的学生将用于伙食及日常必需品，34.48% 的
学生用于其它消费。

7、调查结果问题及其分析

7.1 城乡学生差距大，消费情况存在两极分化
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其所在城市发展的差异，及父母行

业的差异导致家庭收入天差地别。调查显示：83% 的大学生把
父母给予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8% 的大学生把助学贷款作为
主要的经济来源，9% 的大学生把勤工俭学、奖学金和助学金
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大学生的消费存在着严重的两极
分化。

7.1.1 把父母给予和贷款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学生
家庭收入越高，给予子女的也越高，反之，则越少。这就

造成生活费相对较高的学生在父母的“无私奉献”下养成奢侈
浪费的习惯。另一方面，有部分学生拿着贷款，肆意挥霍，过
着高消费的生活。

7.1.2 把勤工俭学和奖助学金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学生
前者是体力劳动，后者是脑力劳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取回报，支付生活中的各种开销。他们提前体验生活，知道
赚钱的艰辛，体会父母的不易。因此，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理性消费。
7.2 消费结构逐渐形成多元化
7.2.1 理性消费占主流
由调查结果可知，大多数学生的消费都是理性的，讲究实用。

在购买商品时，大部分学生主要考虑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以及生
活费的多少等。因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由父母给予，每个
月可开支的钱是固定的，除了必要的饮食消费之外，用于购买
商品的金额大多数是在 200 ～ 300 之间。多数学生在消费时比
较谨慎，力求做到“一分钱一分货”货比三家选择物美价廉的
商品。值得肯定的是他们比较关注商品的价格和质量，这样的
消费观念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认识到中华民族勤俭节约、
尊礼淳朴的美德。

7.2.2 人际交往增多，人情消费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生人际关系类型的增多，各种

社会交往活动的增加，同学之间、朋友之间、社团成员之间的
关系等等。大学生在生活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需要维持，这就不
得不有人情消费。83.45% 的大学生生活费来源于父母给予，在
自己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人情消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大
学生的消费存在消极影响，还加重了父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
学生交友目的不单纯，容易造成跟风现象，不利于大学生的健
康成长及全面发展。

7.2.3 盲目从众，随波逐流
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但不知道什

么适合自己，看网上什么火，就盲目的跟着买。为了追求品位
和档次，甚至购买名牌商品，尤其是名人效应、影视作品的影响，
消费模仿化，冲动跟风随大流。盲目跟风的消费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
7.3 消费结构呈现多极化趋势
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农村家庭，多数还是贫

困生，同时很多同学没有提前计划生活费的习惯。
7.3.1 调查表明
当今大学生消费观念不合理，购买服饰费用偏高，购买学

习资料费用极低，购买化妆品、娱乐消费较高，而花在学习上
的培训费用更低。学生把绝大部分的生活费用来吃喝玩乐，而
不是做符合学生身份的事情――学习。

7.3.2 消费结构失衡，消费计划性不强
有无消费计划和消费记帐时回答每一笔都有明确记录的人

占 17.24%，大多数学生都是只记录重要的开支，或者是记过一
段时间嫌麻烦，没有坚持下去，还有就是没有记账的习惯。说
明当代大学生消费时多是一时兴起，或是盲目地追求名牌、网
红产品，消费心理不成熟。

八、对策

8.1 完善大学生资助体系
调查显示有 60% 的学生被评为贫困生，31.72% 的学生生

活费只有 600 ～ 800，这说明大多数学生的生活费不高，为了
保证这些学生能正常求学，学校需要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首先，
学校应加强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让学生全面了解资助内容和
评定流程。其次，关注班级评定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最后，对资助的学生进行后续监督，杜绝发生奢侈消费、挥霍
娱乐等违背资助初心的消费行为。
8.2 营造勤俭节约的校园氛围
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不仅是自身素质的体现，也是学校质素

教育的高低。因此，学校要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为边疆地区的
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首先，学校可以开展有关消费观教
育的讲座。其次，营造健康积极的校园消费氛围，定期检查并
清理校园里有关贷款的小广告。最后，学校和社团可多举办活动，
吸引学生参加，丰富大学生的业余生活。
8.3 引导大学生构建合理的消费观念
学校需要引导学生合理分配生活费，提前做好计划，注重

学习方面的支出。大学生要明白学习的重要性，在提高知识储
备和实践技能等方面增加一定消费，提升自己的能力，抵制不
良的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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