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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卷的调研设计

1. 问卷设计

在大学生消费观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课题小组围绕

大学生消费观和消费观与社交的关系这两个主题进行了

问卷设计。

在大学生消费观方面，问卷主要调查大学生每月用

于就餐、学习、朋友同学聚餐、购物等方面的消费支出。

在消费观与社交的关系方面，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人际关

系的看法、对自己的性格和人际关系的认知等问题。为了

联系这两个主题，更好的进行大学生消费观对社交影响的

研究，问卷安排相关问题以了解调查对象是否曾通过消费

拉近或修复社交关系。在问卷设计上，我们采用了先易后

难、先具体后抽象的顺序进行问题的排版。为了更加准确

地得到我们想要的数据信息，我们从实际出发拟题，力争

做到问题明确、突出、简洁，最终完成调查问卷。

2. 调研对象

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来自于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大一到大四的学生，使用抽样调查方法，采用线上填写

调查问卷小程序进行问卷收集，共填 500 份问卷，包括

100 份预调查问卷和 400 份正式问卷。在填写调查问卷的

同学中，男生占比 60%，女生占比 40%；

3. 问卷结果可信度分析

本次填写问卷的学生均在校生活超过半年，大一

和大二学生占绝大部分，大三和大四（包含有就业情况

的）学生占较小部分，消费、社交等数据较为可靠。问

卷使用了答题限制，限制每个微信账号、QQ 账号、每台

电脑、IP 地址等只具有一次的有效回答机会，确保了个

人填写的有效性。我们在对问卷问题的设置过程中围绕

着“当代大学生消费观对社交的影响”这一主题先发放

了 100 份问卷进行预测试，进行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并

且细化了需要收集的信息以修正问卷。问题本身做到逻

辑严密、易懂，确保不会由于每个人主观不同导致对问

题的理解产生错误，进行正式调研之前，确保每一道题

目都对大学生消费观和社交的分析有所帮助，核心问题

的设置做到了问题的必要性、问题与研究目的的紧密性。

正式调查共 400 份问卷，样本容量大，可信度高。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消费结构分析

（1）消费水平分析

学生消费水平呈正态分布。在消费意愿的调查中，

大多数同学消费意愿更倾向于“伙食”、“生活用品”和

“购置衣物”。

（2）消费来源分析

关于生活费来源，84.74% 同学的生活费完全来自于

“父母给予”，没有同学的生活费“完全凭自己赚取”。

（3）理财能力分析

消费计划的调查中，43.56% 的同学更愿意“边计划

边花”。而节省下来的钱 60% 以上的同学选择“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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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交分析

（1）社交性格分析

调查中认为自己社交偏好的同学占比较多。没有同

学认为自己“关系差”。对自己的性格分析中，大多数的

同学选择了积极性格，而中性或消极情感较少。

（2）社交方式分析

关于交友途径方面，“随缘交友”、“学习交友”的占

比较多，学校活动和社交软件占比相对较少。

3. 消费与社交关系分析

（1）消费水平影响分析

58.95% 的 同 学 选 择 了“消 费 水 平、 倾 向 相 似 ”，

7.63% 的同学选择了“完全不同”，而 15.4% 的同学选择

了“不清楚”。

（2）在社交方面的消费分析

在“是 否 愿 意 维 护 友 谊 上 花 费 ” 的 选 项 中 选 择

“是”的同学占比 73.68%，但“是否愿意跟风消费”的

选项中选择“否”的同学占比高达 84.98%。调查中发现

同学之间存在“因为消费观导致关系变差”的情况。

（3）消费倾向影响分析

在社交消费倾向的多选题中，74.34% 的同学更愿

意在“聚会”方面消费，对于“大学生决定自己在社交

消费方面的花费的根据”的调查中，倾向“关系”“目

的”“条件”的同学占比均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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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交消费的影响分析

关于社交消费，认为“偏好影响”和“好坏参半”

的同学占比分别为 48.56% 和 41.06%，对于大学生进行社

交方面消费的收获的分析，更多的同学认为在社交方面

的消费带来的是正面影响，如“思想情感交流”占比高

达 69.21%。

（5）总体分析

根据研究得知，拥有相同消费观念的大学生之间更

容易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关系，同时，其社交范

围内的对象也有着较为相似的消费观。此外，大学生的

消费行为拥有维护、稳固、建立、弥补社交关系和扩大

社交范围的作用。可以得知，大学生消费观对其社交关

系主要是正向影响。另外，调查结果显示，较小部分的

大学生因为不良的消费行为导致社交关系变差，这也体

现出了不良的消费观念对社交关系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

三、项目研究结果及建议

1. 项目研究目的

（1）探究当代大学生不同消费观对其社交产生的影

响及其原因，重点对不利于社交关系发展的因素进行分

析研究，提出建议性策略。

（2）为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意识提出参考性建议。

（3）为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探索尝试。

2. 研究方法总结

本次调查问卷采用文献研究法、抽样调查法和问卷

调查法综合的方法。

3. 研究过程总结

我们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调查和分析。

在准备阶段，我们注意到大学生在社会消费中的重

要性增加，决定研究他们的消费观对社交的影响。我们

深入研究相关论文，明确研究思路和方法。

在调查阶段，我们设计了问卷，通过线上平台发放，

收集了 500 份问卷。然后，我们整理数据，确保准确性，

并制作了直观的图表。

在分析阶段，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总体分析，回答了

研究问题，提出了建议。最终，我们撰写了研究报告，

总结了整个研究过程。

4. 建议

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的社交行为受到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消费观念的影响。这些消费观念与背景和文化密

切相关，对大学生的社交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解决大学生消费观对社交关系发展不利的问题，

我们应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四个方面进行改善和

解决。

首先，社会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

种类增多，选择范围扩大，扩大了大学生的消费空间，

也使大学生的消费需求变得复杂化。大众化市场的形成，

使消费需求常常以大众化的形式出现。许多商家利用大

学生年轻好奇的心理，通过各种促销手段吸引他们消费，

挑起他们的消费欲望，导致大学生盲目从众。大学生可

以通过影响周围同学来输出正确的消费观念，减少朋友

的盲目从众消费行为，促进社交关系的发展。政府可以

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传递正确的消费观念，强调理性消

费的重要性。

其次，家庭方面。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学习场所。每

个家庭都有其传统的消费观念、习惯、倾向和愿望，这

些传统消费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的日常消费行

为。父母应为子女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良好的消

费习惯，共同促进子女正确的社交行为。

然后，学校方面。学校是人生的第二学习场所。长

期以来，高校教育偏重于知识传授，忽视德育教育。对

于大学生不良消费倾向的问题缺乏有效机制。同时，对

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还不普及。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加

强对大学生消费观念和社交观念的教育引导，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减少不良消费观对社交

产生的负面影响。

最后，个人方面。我们建议：首先，建立正确的社

交观念。大学生应认识到社交不是为了炫耀消费，而是

为了交流、学习和成长，建立真正的友谊。其次，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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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大学生应学会控制不良的消

费欲望，减少对社交关系的影响。第三，减少冲动消费、

攀比消费和跟风消费等不理智的消费行为。学会拒绝不

合理的消费，不盲目以消费来维护社交。第四，及时劝

导朋友或同学有冲动消费的行为，不过度在乎与周围朋

友消费观的一致性，换位思考、与人为善。第五，不过

分依赖消费观来建立与他人的社交关系。第六，建立理

性的消费观，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状况进行购买，减少

冲动消费和攀比消费等不理智的消费行为。第七，养成

良好的存钱习惯，有意识地存储，为未来做好准备，养

成科学正确的消费观，进行良好的社交活动。

综上所述，针对大学生不同的消费观对社交关系发

展不利的问题，我们应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方面

进行改善和解决，培养大学生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建

立良好的社交关系。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初步探究了当代大学生消费

观念与社交的关系，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我们希望这些初步结论能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启示，为

相关领域的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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