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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在校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篇一

xx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格
局下，高速发展的中国并不能独善其身，在一些地区、一些
领域，经济危机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经济危机下，很多公
司开始裁员，招聘需求大幅减少，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压力异常巨大，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近期，中
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xx年《经济蓝皮书》指出：预计到xx年
底，将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xx年还将有592万名大学生
毕业面临找工作，大学生就业问题非常严峻。

在校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篇二

在调查中发现，同学之间的攀比远不止是学习，还表现在生活
（吃穿住用）、娱乐、人际交往等方面。他们为了争得所谓
的面子与其他同学比高低，就会不顾实际需要以及家庭的经
济能力，超前购物消费，这是当前大学生消费行为中一种很
普遍的不良现象。他们为了争得所谓的面子与其他同学比高
低，就会不顾实际需要以及家庭的经济能力，超前购物消费，
这是当前大学生消费行为中一种很普遍的不良现象。同时还
指出有时为了拥有一款时尚手机，不少的同学情愿节衣缩食，
甚至牺牲自己的其他必要开支；有些男同学为了一双名牌运
动鞋，有些女同学为了一套名牌化妆品或者一件名牌衣服，
不惜向别人借钱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



地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有意无意、
自觉不自觉的“随大流”。这种从众行为是日常生活中普遍
存在的一种现象。

在校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篇三

大学生认为电脑应该改进的方面中，安全保护功能所占的比
例最高，为27.44%，其次为耗电量26.98%，外观设计17.21%，
画面音响16.74%以及键盘触感11.63%。电脑为我们的生活和
学习带来方便的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危害，网络的安全性成为
了困扰着许多电脑使用者，因此电脑的安全保护功能也就变
得重要，同时，高保护性的电脑设备能让我们更加安全放心
的上网。大学生在关注电脑安全性的同时，对电脑的其他设
备的质量也有一定的考虑。

在校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篇四

大学生消费心理及状况调查

通过调查，了解现在大学生的消费现状，并分析相关的消费
心理及暴露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及对策，引导大学
生树立理性的消费观。

问卷调查

大学生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由于生活环境、成长环境、
家庭经济状况、所受教育、校园环境以及年龄的特殊心理特
征等原因，使这个群体有自己特有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我们通过对部分大学生的经济收入来源、消费状况调查以及
对他们的消费状况和消费的特点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改进我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线索。



(一)、大学生的消费现象

大学生月消费额在350-500元的占7%，500-800元的
占27%，800-1200元的占50%，1200元以上的占12%。消费的主
要项目中，伙食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93%，交通、通讯占每
月消费总额的68%，购物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5%，娱乐占每月
消费总额的52%，学习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47%，交际占每
月消费总额的28%，其他类别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就每月花
在娱乐方面的费用而言，13%的大学生的花费在50元以
下，30%的大学生的花费在50-100元，24%的大学生的花费
在100-150元，15%的大学生的花费在150-200元，18%的大学
生的花费在200元以上。每个月的情感投资费，或者说谈恋爱
浪漫气氛“制造费”中，花费在100元以下占10%，花费
在100-200元的占9%，花费在200-400元的占4%，花费在400元
以上的占3%，另外本次调查中单身的大学生占74%。大学生每
学期学习方面的花费(包括考试、考证、文具、书籍、复印、
培训班)中，花费在200元以下占47%，花费在200-300元的
占20%，花费在300-400元的占13%，花费在400-600元的占11%，
花费在600元以上的占9%。

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分为基本生活消费(衣、食、住、行)、学
习消费(学费、书杂费、考证、电脑等)、休闲及娱乐消费(休
闲、旅游、娱乐)、人际交往消费(人情、恋爱)等几个方面。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绝大部分的消费还是用于基本
生活的消费(伙食、交通、通讯)，购物(服装、饰品)消费所
占的比例也很大，其次是娱乐、学习的消费，最后才是人际
交往方面的消费。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购买的商品的选择，
大部分大学生还是比较理智的，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思维判
断能力，对自己的需要定会做出满足相应需要的行为。但仍
有小部分的大学生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些盲目。

而就购买商品时注重的问题而言，大学生重视质量与功能的
占调查人数的46%，重视实用性的占总调查人数的21%，重视



美观别致的占总调查人数的15%，重视价格的占总调查人数
的9%，重视新鲜感的占总调查人数的5%，重视品牌的占总调
查人数的4%。据此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消费结构总体上是
合理的，他们能够从自身条件出发进行出合理的消费行为，
大部分的大学生购物时都会考虑商品的质量、实用性，选择
物美价廉的商品。虽仍会有一部分大学生会更看重品牌新鲜
感,外观,但质量还是最关键因素。

就在物品选择的标准上,对名牌(比如：鞋子、衣服、手机等)
持的态度中，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
占48%，持无所谓态度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占29%，认为
只是要几件名牌撑场面就行了，当代大学生热衷，只爱名牌
的只占总调查人数的6%，可以看出对于名牌，很少有大学生
会刻意追求，很多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二)、大学生的消费心理

认识过程：即消费者对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注意
等活动对商品属性以及各方面联系的综合反映过程。

情感过程：在消费者对商品或劳务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满
意或不满意，高兴或不高兴的心理体验，构成有特色的对商
品或劳务的感情色彩。大学生充满激情，热情奔放，道德感
也比较完善，拥有较高的审美观。感情力大大增强，但自制
力仍薄弱。多数大学生能理性地思考和行动，调节自己的冲
动，理性地消费。

意志过程：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有目的，自觉地支配和调节
自己的行动，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既定购买目的过
程。

(1)消费的不平衡性根据调查分析，大学生由于性别、年级、
学校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各方面的差
异都对其大学生的消费状况和消费行为有影响。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学校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家庭收入。据调查研
究显示，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会有不同的消费水平。其
调查中，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44%，来自农村的
大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44%，来自城乡结合的大学生占总人数
的12%，其经济状况处于中等地位的占总调查人数的15%，较
为发达的占总调查人数的23%，较为落后的占总调查人数
的23%，落后的占总调查人数的3%。大学生月消费额
在350-500元的占7%，500-800元的占27%，800-1200元的
占50%，1200元以上的占12%。

(2)消费的主导性针对是否有记账这个习惯，35%的大学生很
少有记账的习惯，32%的大学生向来没有记账的习惯，22%的
大学生对一些比较大的支出有记帐的习惯，11%的大学生基本
上对所有支出都有记帐的习惯。

大学生在消费问题上，除了必要的生活支出外，还有学习、
娱乐方面的支出。学习支出是为了自我发展的需要，娱乐的
支出是为了放松自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学生的需要
通常包括要求别人承认自己，得到他人的好评、尊重，渴望
得到相应名声和地位的成就感等。而要获得这种尊重就有许
多条件，其中漂亮、美貌、健康和年轻是重要条件之一。这
点对女性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女性获得他人和社会承认的一
些必要条件。因此女大学生也开始注重美容包装，这也就增
加了美容方面的消费。

(3)消费的合理性对于选择购买商品的直接因素，大多数人会
先考虑价格，其次是朋友或家人的推荐，再次是商品的品牌，
最后是商场的火爆、促销活动、明星代言。

(三)、大学生消费存在的问题

(1)消费的冲动性就购物时是否会有快感这个问题中，57%的
大学生认为会产生快感，43%的大学生认为不会产生快感。对
于心情不好时是否会以购物、大消费来发泄这个问题，79%的



大学生表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21%的大学生表示会有这种情
况发生。据此显示，大学生在购物时会存在一些冲动，会有
部分同学通过购物来调节心情，享受消费带来的快感。而大
学生的消费观念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会有些超前消费的意
识。也有些同学会通过找兼职来缓解消费带来的压力。

(2)消费的盲目性就大学生消费时是否有记账的习惯，35%的
大学生很少有记账的习惯，32%的大学生没有记账的习
惯，22%的大学生对一些比较大的支出有记帐的习惯，11%的
大学生基本上对所有支出都有记帐的习惯。而大学生对于生
活水平满意度，60%的大学生认为一般，正好够用，27%的大
学生很满意，还有少许盈余，12%的大学生认为勉强可以，咬
咬牙能熬过，1%的大学生.不满意，总是在预支下月生活费，
拆东墙补西墙。并就认为周围的同学的消费观而言，81%的大
学生认为周围同学的消费观是有时理性，有时盲目，10%是理
性的，7%是相对淡薄的，2%的大学生是虚荣攀比的。同时据
调查，5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有时理性、有时盲
目，29%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理性的，1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
消费观念是相对淡薄的，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
虚荣攀比的。对于自己的消费情况的认识，大多数大学生对
自己消费很少甚至不会有记账的习惯，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自
己和周围的同学的消费都是有时理性，有时盲目。他们对自
己的消费也认识的并不清晰，有时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
行为。

(3)消费的不均衡性伙食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93%，交通、
通讯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8%，购物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5%，娱
乐占每月消费总额的52%，学习费用占每月消费总额的47%，
交际占每月消费总额的28%，其他类别占每月消费总额的6%。
据此来看，大学生还是以生活所需为主，但用于精神文明建
设方面的的投入远远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大学生缩减饮食支
出却用于娱乐购物方面，其结构更为不合理。

(四)、建议及对策



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大学生的财商教育大学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讲座、课
程来进行财商教育。教育大学生学会理财，加强理财意识，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2)优化消费环境，社会各界要努力树立健康的消费风尚，企
业要进行正确的宣传，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社会消费大环境。

(3)加强大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大学生注重精神建设方
面的消费，在物质消费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的精神
文明建设。

(4)大学生加强自身消费教育大学生应该变被动消费为主动消
费，合理地、有计划地进行消费。学生应当把精力更多地集
中在学业上。自觉增强和完善自我意识水平。提高文化底蕴，
知识水平的提高，认知能力审美能力，抵御不良消费观念的
影响。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作有头脑的消费者。自觉学习
一定的商品知识和消费技巧，积累消费经验，提高自己的财
商。

在校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篇五

20xx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xx年年增
加50万人。然而，20xx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困
难日趋显现，20xx年毕业的611万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着更加
严峻挑战。在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依
然面临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校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篇六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xx年年增加50万
人。然而，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困难日趋显
现，年毕业的611万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着更加严峻挑战。在



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依然面临比较严
峻的就业形势。

(一)、xxxx年的就业率对比分析：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年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率有所下降，而
职高院校学生就业率与往年持平。统计研究数据表明，届大
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比起xx年届大学生毕业半
年后就业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届211院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
为89%(非失业率90%)，非211本科院校为87%、高职高专
为84%;而xx年届半年后就业率211院校为93%(非失业率94%)、
非211本科院校为90%、高职高专院校为84%。其中，届大学毕
业生约三分之一的就业是在毕业后半年内完成的。

按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届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59万，其中
大学毕业生总数约为529万(本、专)，按本研究得出的比例推
算，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就在国内外读研究生的人数21.43万，
毕业半年后的就业人数达到约434万人。在毕业半年后
的73.56万的失业大学毕业生中(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
有51.59万人还在继续寻找工作，有5.46万人无业但正在复习
考研和准备留学，另有16.51万无工作无学业没有求职和求学
行为者。

(二)、届毕业生就业地点分析：

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为：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南京、苏州、杭州、成都、郑州、青岛。

(三)、届毕业生就业率最高和最差的专业分析：

(四)、年就业率最高和最差的专业分析：

年从本科专业大类来看，就业率最高的依次是工学、管理学、
经济学，但工学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上低于经济学专业



大类。

从专业中类来看，地矿类专业独居榜首，工科类专业就业率
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就业率前十的专业中类中，有8个为理
工类专业。专业小类的就业率排名更是明显化了这一倾向，
高职高专专业也呈现出理工类专业就业率较高的趋势。

年最难就业的专业计算机科学据首“年度大学就业能力排行
榜”的调查显示，中国应届大学生最难就业的十个专业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
管理、法学、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汉语
言文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令人尴尬的是，这十个专业
也是我国考生报考最热门的专业。

这项研究对20万名毕业半年后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在635个本科专业中，最热门的10个专业半年后的失业人数达
到6.67万人，占本科毕业生总失业人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英语3个专业毕业半年后的失业人
数过万。在应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失业人数最多的10个本科
专业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等人们心目中的热门专业占了9个。

在校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篇七

从数据看出，大学生平时的上网时间大部分在3-6个小时，时
间安排上还是比较合理的，表明大部分的学生没有把大部分
的时间花费在电脑上。

大部分学生上网的目的是游戏娱乐，所占比重为34.25%，其
次是查资料31.96，了解新闻24.2%以及其他9.59%。可见，大
学生在上网的时间内很少把电脑的用途运用到学习上，过多
的把时间分配在了游戏娱乐上，因此，在使用电脑方面大学
生应树立正确的使用观念，减少娱乐游戏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