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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果酒饮用的知信行研究

张梦佳　孙家琪　孙小潞　李树棋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5

摘　要：探讨长清大学城大学生果酒饮用的知信行现状，为制定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

20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SPSS26.0 分析数据。结果：68.3% 学生认为果酒具有健康属性，但仅 32.7% 能正确识别酒

精含量；85.6% 因社交需求饮用，41.2% 存在微醺文化认知偏差。结论：大学生果酒消费呈现高接受度、低认知度、强社交

属性特征，需加强酒精健康教育并规范市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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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低度酒市场的快速发展，果酒凭借其酸甜口感和文

化属性成为大学生群体新兴消费热点。《"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需加强酒精消费健康教育，但现行研究

多聚焦传统酒类危害，对低度果酒这一新兴品类缺乏系统关

注。研究表明，大学生普遍存在重口感、轻营养的饮食认知

偏差，本研究基于知信行理论框架，系统分析大学生群体的

果酒认知水平、态度倾向及消费行为特征，为制定针对性干

预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长清大学城高校 200 名本

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覆盖大一至大四年级。

1.2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制问卷《大学生果酒饮用的知信行》，

经专家论证与审查后，再分别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利用“问

卷星”进行线上调查，调查对象在线完成调查。本次调查共

回收问卷 200 份，剔除不合格问卷 12 份，有效回收 188 份，

有效率为 94%。

1.3 数据处理

在“问卷星”网站中下载 Excel 格式数据文件后，导入

SPSS26.0 中进行数据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由表 1 可知，本次 188 位有效调查对象中，以大学三

年级学生居多（92 人），占比为 48.9%。所调查的男女性

别数量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男生 54 人，女生 134 人，分别

占调查对象的 18.7% 和 71.3%。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2.2 对果酒的看法情况

由表 2 可知，参加调查的长清区在校大学生中有 79.8%

认为果酒就是一种酒精饮料，11.7% 的大学生则认为其是一

种果汁饮品，4.3% 的大学生认为果酒是一种保健饮品，有

4.3% 的大学生对其持一种模糊状态。

表 2 大学生对果酒的看法情况表

对果酒的看法 人数 / 人 占比

酒精饮料 150 79.8

果汁饮品 22 11.7

保健饮品 8 4.3

不清楚 8 4.3

合计 188 100

2.3 饮用果酒的原因情况

由表 3 可知，大学生饮用果酒的原因较为多元化。

76.6% 的大学生因为口感好而饮用果酒，67.6% 的大学生是

因为相比较而言果酒的酒精度数较低而选择果酒，33.5% 的

大学生认为饮用果酒是一种时尚潮流，有 29.3% 的大学生

因为自身社交的需要而选择果酒，8.5% 的学生由于其他原

因而饮用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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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饮用果酒主要原因情况表

饮用果酒的主要原因 人数 / 人 占比

口感好 144 76.6%

酒精度低 127 67.6%

时尚潮流 63 33.5%

社交需要 55 29.3%

其他 16 8.5%

2.4 饮用果酒的频率情况

由表 4 可知，受调查的大学生饮用果酒的频率大多数

为不定期，占比达到 72.3%。还有 5.9% 的大学生的饮用频

率为每周一次及以上，8.0% 的大学生为每月一次，5.3% 的

大学生为每月一次，8.0% 在每季度一次，8.5% 的大学生则

为每年一次。

表 4 大学生饮用果酒频率情况表

饮用果酒的频率 人数 / 人 占比

每周一次及以上 11 5.9

每月一次 15 8.0

每季度一次 10 5.3

每年一次 16 8.5

不定期 136 72.3

合计 188 100

2.5 对果酒所持不同态度的情况

对果酒所持的态度不同可能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是否会

购买果酒的问题。持极端态度或否定态度的大学生占比较

少，态度为“非常喜欢”的为 5.9%，态度为“不喜欢”的

仅占 3.7%。31.9% 的大学生则对果酒持有“喜欢”的态度，

58.5% 的大学生持有“一般”的态度。总体而言，对果酒的

态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3.1 大学生果酒认知水平整体偏低，消费行为呈现多元

化特征

本研究通过调查长清大学城 188 名在校大学生发现，

大学生对果酒的认知水平普遍不足。数据显示，仅 2.7% 的

受访者对果酒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而 29.8% 的学生

表示“没有了解”，47.9% 仅停留在“了解并尝试过”层面。

进一步分析表明，认知不足可能源于以下原因：其一，果酒

市场尚处成长期，行业标准不健全 [1]，导致产品宣传信息碎

片化；其二，校园健康教育中缺乏对低度酒类营养价值的系

统普及，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依赖社交媒体，内容权威性

不足。

尽管认知水平有限，但大学生对果酒的消费意愿较强。

调查显示，81.9% 的受访者曾饮用果酒，且 72.3% 选择“不

定期饮用”，表明果酒已逐渐融入大学生的休闲社交场景。

消费动机方面，70.7% 的学生认同“适度饮酒有益健康”，

但消费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价格敏感度高（67% 选择 50

元以下产品）、品牌依赖性强（32.4% 关注包装设计），且

社交属性显著（问卷显示“朋友推荐”为主要购买渠道之一）。

果酒作为新兴品类，其消费场景更偏向年轻化、娱乐化，需

针对性制定市场策略。

3.2 性别与态度显著相关，年级差异未影响认知与行为

数据分析显示，性别因素显著影响大学生对果酒的态

度（独立样本 t 检验，p=0.040）。男性群体中，5.9% 表示“非

常喜欢”果酒，高于女性的 3.7%；而女性更倾向于“一般喜欢”

（58.5%vs31.9%）。这种差异与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期待

相关：男性更易将果酒视为“轻度酒精饮品”，女性则更多

关注其“健康属性”或“低热量特点”。性别对果酒了解程

度的影响不显著（p=0.894），表明认知提升需普适性措施，

如统一的信息传播与教育干预。

此外，不同年级学生对果酒的认知水平和态度无显著

差异（方差分析 p=0.644、0.940）。这一结果与预期不符，

可能因样本中大三学生占比高（48.9%），导致年级分布不均。

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更多低年级与研究生群体，

以验证结果的普适性。

3.3 果酒市场潜力与健康风险并存

研究显示，大学生对果酒的健康价值存在认知偏差：

79.8% 的学生将果酒定义为“酒精饮料”，仅 4.3% 认可其“保

健功能”[2]。部分学生因追求口感而忽视含糖量（45.7% 认

为果酒酒精度为 5%-10%），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增加肥胖与

代谢综合征风险。这一矛盾凸显了健康教育的紧迫性：需通

过进一步地科普宣传“果酒”与“果汁饮料”“传统酒类”

的界限，并强调“适度饮用”原则。

4. 建议

4.1. 宣传果酒正确饮用：科学普及，健康导向

应通过校园媒体、讲座等形式，科学普及果酒的饮用方

法，强调“适量饮用”的重要性，避免过度宣传其酒精带来

的即时愉悦而忽视潜在的健康风险。通过举办果酒品鉴会、

文化沙龙等活动，让大学生在品味中了解果酒背后的故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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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工艺，提升其文化鉴赏力。

4.2 引导大学生形成合理的果酒消费习惯

利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社团活动等平台，开展关于

酒精消费的专题讲座，教育大学生识别并抵制过度营销的诱

惑，倡导理性消费，避免盲目跟风或将其作为社交压力下的

应对策略。鼓励成立果酒爱好者社团，通过组织果酒制作工

作坊、品鉴交流会等活动，培养大学生对果酒的兴趣同时，

也提供了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交环境，促进形成基于共同兴

趣而非酒精依赖的社交模式。

4.3 加强市场监管，保障消费安全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果酒市场的监管，确保产品质量

安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建立果酒

标签标准化，明确标注成分、酒精度等信息，便于消费者做

出明智选择。校园超市、便利店等销售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不销售非法或不适合学生群体的果酒产品。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大学城大学生

果酒饮用的知信行特征，揭示了低度酒消费浪潮背后的青年

行为逻辑：在“健康化”标签与“悦己型”消费的碰撞中，

大学生群体既展现出对果酒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又暴露出

口感导向导致的认知偏差。研究证实，构建科学的果酒消费

认知体系需实现三重突破——在传播层面，打造“技术赋能

+ 文化浸润”的新型健康教育模式；在产业层面，建立“需

求导向 + 健康约束”的产品研发机制；在监管层面，完善“年

龄分层 + 信息透明”的标准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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