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
纲(模板6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
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纲篇一

摘要：大学生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对小商品的消费各不相
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大部分消费倾向是依据家
庭收入而定。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同一种商品也会出现
不同的使用价值。不同的大学生对必需品及奢侈品的消费观
念不同，对商品的使用价值要求也不相同。由于消费对象不
同，月生活费不同，在饮食、学习、娱乐方面的消费比例也
不一样，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要求也不一样。商品有自然属性
和社会属性，不同的自然属性，其使用价值也不相同，即使
是同种商品同一消费对象也会有多种实用价值。

关键字：大学生使用价值消费观小商品调查

了解大学生的消费现状与消费观，大学生对不同使用价值的
小商品的消费观，从而得知同一商品同一消费者有不同的使
用价值，比较分析消费水平不同大学生对不同商品的的消费
观及及对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不同要求。

南昌大学前湖校区在校大学生

本次调查采取调查问卷方式（调查问卷附在后面），调查问
卷的结果为总21份，有效21份。以问卷调查为主，以访谈为
辅助，通过网上查询或资料查询调查统计资料，发放问卷主
要以电子稿发送邮件方式及个人填写问卷方式进行。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大学生对商品消费情况的观念及商品使用
价值的看法。具体包括家庭收入，月生活费，在饮食、生活、
学习、娱乐方面支出情况及看法。

此次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相当，调查中以大三学生居多，
所做的调查结果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能代表男生和女生对
不同商品不同使用价值的普遍看法。在调查对象中，涉及到
来自城市、乡镇、农村等不同地区的不同消费对象，涉及范
围广，具有说服力和可比较性，他们的家庭月品均收入水平
也不相同，因而月生活费也因此而有差异，导致他们对同一
商品的使用价值看法也有差异。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同
一种商品也会出现不同的使用价值。具体小商品消费情况调
查数据分析附在后面。

调查对象中6人来自城市，他们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大都在5000
元以上，月生活费大都在1500以上；调查中大部分人来自城
镇，他们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大都在3000-5000元，月生活费
在1000元左右；还有6人是来自农村的，他们的月平均收入
在1000-3000元甚至1000元以下，月生活费自然也不
多400-700元，甚至400元以下，他们中有些人部分甚至大部
分生活费的来源是自己课余时间勤工俭学所得。消费水平自
然就不一样。

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使用价值，数码相机和手机是不同的商
品，一个用于拍照，一个用于打电话。因此商品的自然属性
不同，其使用价值不同。

对于数码相机这种产品，不同的消费水平的消费对象有不同
观念看法，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许
多数码化产品。就像给计算机插上了翅膀，使其越来越强大，
也越来越方便，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以前觉得手机拍照很好
的一部分人，被数码相机漂亮的外形，很高的像素，及强大
的功能所吸引，数码相机逐渐替代了手机的照相功能。因此，
由于技术的成熟，加上欧美市场的打开，厂商开始大规模生



产数码相机，所以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使用价值的
作用会有替代和变化。

用数码相机代替手机，消费水平一般的人就会认为， 数码相
机的价格太高，因为数码相机不是必须品，他们会觉得没必
要支付过多的金钱在这上面，数码相机可有可无，因此这类
人中很少有人会去花大价钱购买。如果需要照相就直接用手
机拍照或借别人的相机就行，他们对相机的渴望不是很高。

消费水平低的人，这部分人大多来自农村，虽然有购买的欲
望，觉得数码相机是个新的东西，很想去尝试和接触，但是
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生活费不够，没有能力支付，所以对
于他们来说数码相机就是一个奢侈品。

因此，同一个数码相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同一商
品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使用价值，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
对数码相机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高性能，而且要求漂
亮的外形。以前数码相机用于拍照，现在不仅用于拍照，还
可用于摄影留念等，技术进步同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就被以前
的使用价值替代或更新。

对于手机这种商品，既可以打电话，又可以发短信，现在的
智能手机上网、微博、飞信等，看电子书，听歌等也非常方
便，即使是不同消费水平的人，不管价格方面的差异，大学
生也会至少没人一部手机，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必
需品。但是手机也有不足之处，价格普遍较高，易用性较差，
新手需要慢慢适应。 那些对电脑以及手机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来说，如果你想玩转一个智能手机，不花点时间好好钻研钻
研是不行的 ，毕竟如今的智能手机就好比是一台缩小版的pc。

手机有不同的功能，就能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因此可以
说，商品有多少种自然属性，就有多少种使用价值。同种商
品对同一消费者有多种实用价值。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手机也展现出不同的功能。从贝
尔德实验发现开始，到有线电话；电磁波的发现，成为“有
线电通信”向“无线电通信”的转折点，也成为整个移动通
信的发源点也从其重量仍有大约750克，与今天仅重60克的手
机相比，象一块大砖头，此后又进一步小型化，轻型化；从
只能用于通话到现在的“掌上电脑”，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
智能手机的流行已成为手机市场的一大趋势。这类移动智能
终端的出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及对传统通讯工具的需
求，人们不再满足于手机的外观和基本功能的使用，而开始
追求手机强大的操作系统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强、更具个性
的社交化服务。智能手机也几乎成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代
表配置。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将购机目标定位在智
能手机身上。与传统功能手机相比，智能手机以其便携、智
能等的特点，使其在娱乐、商务、时讯及服务等应用功能上
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对移动互联的体验。

从手机的发展历程看，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手机也会呈现
出不同的性能。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同一种商品也会出
现不同的使用价值。

以上商品都是娱乐方面的，对于饮食和学习方面的商品，其
使用价值也会有所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动态的综合
的概念。

学习方面，对于一些学习必需品，笔、本子、书、复印打印
资料等方面的支出是必须的，但是对于电子词典，掌上电脑
等方面的辅导用书则不是必需品了，因消费水平而异。

饮食方面，比如香蕉，这种味香、富于营养，终年可收获的
水果，在温带地区也很受重视。香蕉属高热量水果，据分析
每100克果肉的发热量达91大卡。在一些热带地区香蕉还作为
主要粮食。香蕉果肉营养价值颇高，每100克果肉含碳水化合
物20克、蛋白质1．2克、脂肪0．6克。



此外，还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其中维生素a能促进生长，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是维持正常的生殖力和视力所必需；
硫胺素能抗脚气病，促进食欲、助消化，保护神经系统；核
黄素能促进人体正常生长和发育。

从营养角度看，香蕉是淀粉质丰富的有益水果。香蕉营养丰
富，鲜果肉质软滑、香甜可口，是广受欢迎的热带水果。鲜
果可作粮食、蔬菜外，还可加工淀粉、罐头、果酱、果泥、
蕉干、炸蕉片等；蕉秆可制纸、绳，茎、叶、果皮作牲畜饲
料及肥料，乳汁可作染色剂。

中医认为香蕉性寒味甘，远古书籍中早有记载其营养价值，
功效包括清热解毒、润肠通便、润肺止咳、降低血压和滋补
作用等，属于优质水果，真正价廉物美。若你拥有干性皮肤，
每到冬春时一定会非常烦恼。你只需按以下招数每星期作两
次香蕉面膜，就能给它适当的滋润，改善干燥的皮肤。

民间验方更有用香蕉炖冰糖，医治久咳；用香蕉煮酒，作为
食疗。近代医学建议，用香蕉可治高血压，因它含钾量丰富，
可平衡钠的不良作用，并促进细胞及组织生长。用香蕉可治
疗便秘，因它能促进肠胃蠕动。德国研究人员表示，用香蕉
可治抑郁和情绪不安，因它能促进大脑分泌内啡化学物质。
总之，身体燥热者大可一日一香蕉，但如害怕香蕉性寒，可
以将香蕉果肉煮熟后食用。凡事总有合理解释，香蕉性寒，
根据“热者寒”的原理，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痔疮出血者、
因燥热而致胎动不安者，都可生吃蕉肉。

香蕉有这么多的功效，能满足人各种不同的需求，营养丰富，
还能治病。同种商品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当然香蕉因其自然
属性不同，也会有一些不足之处。

正因为香蕉性寒，体质偏于虚寒者，最好避之则吉。例如胃
寒、虚寒、肾炎、



怀孕期脚肿者，最好不要生吃香蕉。除非蕉肉经过蒸煮，寒
性减退后才可进食。至于寒咳本不应吃香蕉，但将香蕉蒸熟
可吃。而从中医学角度去分析，香蕉味甘性寒，可清热润肠，
促进肠胃蠕动，但脾虚泄泻者却不宜。香蕉性质偏寒，胃痛
腹凉、脾胃虚寒的人应少吃。最典型的是老人、孩子吃过生
香蕉之后，非但不能帮助通便，反而可发生明显的便秘。

香蕉除了本身的作用外，还可创造附加值。香蕉果实除作鲜
果食用外，也可制成各种香蕉制品，如果脯、香蕉干、果汁、
香精、香蕉炸片、香蕉粉、香蕉面、香蕉汁、香蕉酱及糖水、
香蕉罐头等；香蕉叶片可包裹食物；还可用于加工，如熟香
蕉可制成香蕉粉，用于制糕饼及面包；果实经发酵后可酿造
香蕉酒或提取酒精；香蕉的假茎、吸芽、花蕾都含有大量的
营养物质，是很好的青饲料，可用于喂猪；假茎与叶富含纤
维素，可制作绳、编织物和造纸；假茎的汁液可提制出一种
食品防腐剂和染料的固定剂，假茎的灰分含碱量很高，可用
于制碱水；假茎、叶的钾含量较高，切碎后回田有增加土壤
有机质和疏松土壤的作用，同时还增加了土壤的钾。

从以上各种商品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商品不仅可以从自身的
价值方面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而且还可以创造很多附加值，
充分利用，加工之后还有很多的新的附加值商品，能满足人
的不同需求，所以同一种商品，同一消费者同一经济条件下，
也会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商品有多少种自然属性就有多少种
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同，其实用价值也不同；不同
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同一种商品也会出现不同的使用价值；
同种商品同一消费者也会有多种实用价值；随着科技的发展，
技术进步，使用价值也会发生更新和替代。充分说明商品的
使用价值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概念。

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纲篇二

河南工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



申琪惠、亦飞、陈奕仰、查干扎那

申琪——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和调查，还有调查报告的起草

惠亦飞——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整理，小组讨论的进行工
作

陈奕仰——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和调查

查干扎那——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和调查

前言：

据身边大多数同学透露，各自的家庭收入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收入状况。，家同收入高低阶层也是
具有很大的分化，而现今大学生面对的多方面的消费需要。
社会的多元化让现在的大学生所面对个各种各样的需求消费，
形形色色，五彩缤纷。而根据相关调查大学生的消费情况所
面临的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大学生家庭收入
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想要通过此次的调查，了解更多
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并阐述自己针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们小组经过几次的讨论决定关于此次的调查形式为问卷调
查，时间为20xx年11月，调查对象是本校（河南工业大学）
的在校大学生，我们基本上是对大一大二以及大三的学生进
行的调查，本小组的人员组成为申琪，惠亦飞，陈奕仰，通
过对大学生家庭收入的调查，我们觉得在大学生当中，贫富
差距还是存在的，并且和农村，家庭观念，时代背景等都有
很大的相关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主体：

1、关于调查表的综述



这次调查的人群中，比较多的是来自大三的同学，也有一部
分是其他年级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的月生活
费是500—1000，极少数的大学生生活费会低于500或者高
于1000.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到，大多数大学生家里经济状况大
致稳定在温饱和小康中，少数略贫穷或者富裕。

而大多数家里的月收入不超过5000，这个和大学生的生活费
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大学生家里是多么支持自己的
孩子上大学。也许对于我们上一辈的人来看，只有上了大学，
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有出入，以后工作能赚大钱。我们对
比家庭成员中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时发现，一般都会
超过1000—5000人民币，说明家里总是有个赚钱比较多的，
而他往往就是大学生未来毕业要超过的那个目标吧。另外，
我们发现，在大学里做过兼职的人很少，往往只有那么家里
的确比较清贫的学生回去赚额外的生活费。另外一个原因就
是，家里希望孩子能把时间多花在学习上，而不是什么打工。

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政府扶助贫困户的做法几乎都是大力
支持，也许是因为这个对减小贫富差距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很多人都表示家里的收入是在上涨的，我们觉得这个是不言
而喻的，因为现在的物价在上涨，假如收入没有同时上涨，
怎么可能是继续以前生活或是有提高呢。此外，当我们问到
是否能保持收入支出平衡，合理分配收入时，大家都很茫然，
都说不确定，要视情况而定。

2、如何保持家庭收支平衡与理财

调查中能看到，很多家庭不会保持家庭的收支平衡。对于一
个家庭来说，做好家庭理财显得尤为的重要。在确定家庭理
财计划之前，首先要对家庭的消费做系统性的分析；其次在
家庭开支方面要分清轻重缓急。同时，储蓄对于一个家庭来
说非常重要，至于家庭理财采用什么方法，还要视家庭情况
而定。以下接受几种好的理财方法。



计划开支法：先对家庭消费做系统分析，在月初把每月必需
的生活费（包括水电费、饮食费、电话费等）的硬性支出拿
出来放在一边，这样就基本上控制了盲目消费。

重点花钱法：现在的家庭消费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
生活必需品消费，如吃穿。第二方面是维持家庭生存的消费，
如房租、水电费等。第三方面是家庭发展、成员成长和时尚
性消费，教育投资、文化娱乐消费等。这些消费对每个家庭
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具体开支就要分出轻重缓急。

活期储蓄法：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存款储蓄很重要。尤其是
针对新婚不久的夫妇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样的家庭需争
取每月有一点可以应急的活期储蓄。民主协商法：夫妻双方
通过民主协商，根据各自的收入多少，制定一个双方都能接
受的方案，提取家庭公积金、公益金和固定日用消费基金。
原则上，提够家用后剩余的归各自支配。

家庭集权法：这在夫妻有小宝宝的家中实行较好。一般的做
法是夫妻一方集中管理全家的所有收入，并在民主原则下使
用。较普通的情况是经济大权由妻子掌握。分权法：这在两
地分居的小家庭中实行较合适。其基本做法是双方商定，各
自拿出共同接受的数目存入银行，剩余部分各自留用，待有
孩子或一起生活时再调整办法。

3、关于助学金的看法

关于助学金分配的问题我们在调查后，结合自己的了解，产
生了一些看法。助学金是奖给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的，用于
资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专项资金。每年一到发放助学
金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遇到些问题，有的学生说为什么有他
的没有我的，我比他家庭情况还不好；有的说为什么我是二
等，他就是一等呢。首先，我们不排除个别老师在分发上存
在一定的问题，但这一定是个别情况，绝大多数老师还是很
公平的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认为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



的公平。辅导员在选择发放助学金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贫困学生的生活费一般很低，尤其是平时花钱上很是节
俭，所以助学金评选采用班级先投票，辅导员微调的方法来
决定资助学生比较好。因为有些学生家庭确实困难，但是又
不想让同学知道，这些班干部就应该把好关，完全的按投票
也是不行的。另外，可以适当扩大资助面，班级的资助份额
是一定的但资助学生是由自己自行安排的，这样的话各班级
根据班级特殊情况可以自行安排资助学生，这样也是一个好
的办法，降低个人金额度，加大资助面都是好的方法。

我们希望那些没有获得助学金的同学，假如你感觉你比他贫
困，也许不一定是事实。学生都爱在同学面前尽量显示自己
的优点，好的一面，包括家庭环境，都不希望同学因为家庭
环境看低自己，但这不能作为你认为他条件比你好的原因。
值得一说的是，我们贫困生没有必要怕别人知道自己贫困而
装作自己很有钱，那样反而吃亏的是你。辅导员在例行自己
的职责发放助学金时，一般都会资助那些更需要资助的人，
希望学生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辅导员。

4、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在我们调查来看，生活费比较少，而且参加兼职的同学大多
是来自农村的，而对钱的使用比较随便的往往是那些城镇长
大的同学。这里映射出一个我国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城乡差距。从网上调查下来的数据来看，以受教育为例，20xx
年，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比城
市平均水平少3年；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农
业从业人员最低；20xx年，全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集中
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截至目前，农
村还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
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20%的县未达到20xx年人人享有初级卫
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基本标准，4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上自来
水，近8%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此外，目前农村
的电话普及率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的水平。这种



城乡之间公共通讯资源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扩大着城乡间
获得知识、信息、技术、观念的差异。可以看出，可量化和
不可量化的点点滴滴，构成了今日城乡间的鸿沟。

这道鸿沟，实则是发展程度的差异。因此，改善城乡差距也
成了我们首要讨论的问题。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以
下一些：首先，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农民建立起市场中心
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为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城
乡分割，无疑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质和综
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时代的两种公民，在两种完全不
同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支撑起来的将是
一个是衡的社会。其次，在政策上应积极保护农业，扩大农
业投资。我国现阶段，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什
么优点，农业没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难会有特殊的发展，
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资。再次，增加农
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调节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农民收入
增加，才能真正把农民、农业、农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焕发
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
国稳定，政通人和；只有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才能保
持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挥民族特色，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然后，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教育，在
农村中建立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和学习班，进一步扩大义务教
育。最后，政府也应该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只有在确
保温饱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以上预期，不然只是纸上谈兵。
农村的生活质量起来了，富裕了，城乡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减。

总之，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从对我校大学生这个团体的调查
中可以认识到很多。大家家庭的收支及分配不平衡，助学金
方面学生间有较多的矛盾，农村和城镇的经济差距依然不容
乐观。希望在未来几年内能有所好转。

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纲篇三

昨天，全国学生联合会、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和中国青年校



园先锋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公布了《中国大学生消费与生活形
态研究报告》。诺基亚、联想、索尼、tom、汇源、阿迪达斯
等成为中国大学生心目中的首批先锋品牌。该报告是国内首
个瞄准大学生群体消费的报告。

虽然除了家庭供给外，多数大学生都没有直接的收入来源，
但昨天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马旗戟说，不同于一般
公众的认知，当代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他们每学期
的平均收入为4919元，支出为4819元，而经常性负债消费的
大学生比例超过10%。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平均每人的年度可支配收入在8000至9000元之间。而将大
学生在两个假期的支出计算在内，我国大学生每年的平均消
费支出已经在一万元以上。

为此，不少高端消费品进入了大学生的消费图谱。其中，60%
的人拥有手机；27%的人拥有电脑；20%的人拥有pda；12%的
人拥有mp3。

大学生已经具有明显的品牌偏好。调查显示，首位是“喜欢
购买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57.7%)”，其次就是“单纯追求流
行、时髦与新奇的东西(30.4%)”。此次调查也清晰地反映出，
在23类先锋品牌中，非内地品牌占了近一半。在电脑、手机、
数码相机等消费上，基本都是外国品牌的天下。在休闲运动
消费方面，阿迪达斯与耐克的魅力不减，而李宁与安踏也在
大学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本次调查覆盖中国34个重点城市，126所高校、近1万名大学
生，研究结论可推及34个城市的约一千万大学生。

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纲篇四

河南工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

xxx



xx——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和调查，还有调查报告的起草

xxx——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整理，小组讨论的进行工作

xxx——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和调查

xxxx——负责调查问卷的起草和调查

前言：

据身边大多数同学透露，各自的家庭收入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收入状况.，家同收入高低阶层也是具
有很大的分化，而现今大学生面对的多方面的消费需要.社会
的多元化让现在的大学生所面对个各种各样的需求消费，形
形色色，五彩缤纷.而根据相关调查大学生的消费情况所面临
的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大学生家庭收入的问题
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想要通过此次的调查，了解更多当今社
会存在的问题，并阐述自己针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们小组经过几次的讨论决定关于此次的调查形式为问卷调
查，时间为20xx年11月，调查对象是本校（河南工业大学）
的在校大学生，我们基本上是对大一大二以及大三的学生进
行的调查，本小组的人员组成为申琪，惠亦飞，陈奕仰，通
过对大学生家庭收入的调查，我们觉得在大学生当中，贫富
差距还是存在的，并且和农村，家庭观念，时代背景等都有
很大的相关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主体：

1、关于调查表的综述

这次调查的人群中，比较多的是来自大三的同学，也有一部
分是其他年级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的月生活费
是500—1000，极少数的大学生生活费会低于500或者高



于1000.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到，大多数大学生家里经济状况大
致稳定在温饱和小康中，少数略贫穷或者富裕.

而大多数家里的月收入不超过5000，这个和大学生的生活费
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大学生家里是多么支持自己的
孩子上大学.也许对于我们上一辈的人来看，只有上了大学，
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有出入，以后工作能赚大钱.我们对比
家庭成员中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时发现，一般都会超
过1000—5000人民币，说明家里总是有个赚钱比较多的，而
他往往就是大学生未来毕业要超过的那个目标吧.另外，我们
发现，在大学里做过兼职的人很少，往往只有那么家里的确
比较清贫的学生回去赚额外的生活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家
里希望孩子能把时间多花在学习上，而不是什么打工.

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政府扶助贫困户的做法几乎都是大力
支持，也许是因为这个对减小贫富差距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很多人都表示家里的收入是在上涨的，我们觉得这个是不言
而喻的，因为现在的物价在上涨，假如收入没有同时上涨，
怎么可能是继续以前生活或是有提高呢.此外，当我们问到是
否能保持收入支出平衡，合理分配收入时，大家都很茫然，
都说不确定，要视情况而定.

2、如何保持家庭收支平衡与理财

调查中能看到，很多家庭不会保持家庭的收支平衡.对于一个
家庭来说，做好家庭理财显得尤为的重要.在确定家庭理财计
划之前，首先要对家庭的消费做系统性的分析；其次在家庭
开支方面要分清轻重缓急.同时，储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非常
重要，至于家庭理财采用什么方法，还要视家庭情况而定.以
下接受几种好的理财方法.

计划开支法：先对家庭消费做系统分析，在月初把每月必需
的生活费（包括水电费、饮食费、电话费等）的硬性支出拿



出来放在一边，这样就基本上控制了盲目消费.

重点花钱法：现在的家庭消费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
生活必需品消费，如吃穿.第二方面是维持家庭生存的消费，
如房租、水电费等.第三方面是家庭发展、成员成长和时尚性
消费，教育投资、文化娱乐消费等.这些消费对每个家庭也都
是必不可少的，但具体开支就要分出轻重缓急.

活期储蓄法：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存款储蓄很重要.尤其是针
对新婚不久的夫妇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样的家庭需争取每
月有一点可以应急的活期储蓄.民主协商法：夫妻双方通过民
主协商，根据各自的收入多少，制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
案，提取家庭公积金、公益金和固定日用消费基金.原则上，
提够家用后剩余的归各自支配.

家庭集权法：这在夫妻有小宝宝的家中实行较好.一般的做法
是夫妻一方集中管理全家的所有收入，并在民主原则下使用.
较普通的情况是经济大权由妻子掌握.分权法：这在两地分居
的小家庭中实行较合适.其基本做法是双方商定，各自拿出共
同接受的数目存入银行，剩余部分各自留用，待有孩子或一
起生活时再调整办法.

3、关于助学金的看法

关于助学金分配的问题我们在调查后，结合自己的了解，产
生了一些看法.助学金是奖给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的，用于资
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专项资金.每年一到发放助学金的
时候都会或多或少遇到些问题，有的学生说为什么有他的没
有我的，我比他家庭情况还不好；有的说为什么我是二等，
他就是一等呢.首先，我们不排除个别老师在分发上存在一定
的问题，但这一定是个别情况，绝大多数老师还是很公平的
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认为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
辅导员在选择发放助学金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贫
困学生的生活费一般很低，尤其是平时花钱上很是节俭，所



以助学金评选采用班级先投票，辅导员微调的方法来决定资
助学生比较好.因为有些学生家庭确实困难，但是又不想让同
学知道，这些班干部就应该把好关，完全的按投票也是不行
的.另外，可以适当扩大资助面，班级的资助份额是一定的但
资助学生是由自己自行安排的，这样的话各班级根据班级特
殊情况可以自行安排资助学生，这样也是一个好的办法，降
低个人金额度，加大资助面都是好的方法.

我们希望那些没有获得助学金的同学，假如你感觉你比他贫
困，也许不一定是事实.学生都爱在同学面前尽量显示自己的
优点，好的一面，包括家庭环境，都不希望同学因为家庭环
境看低自己，但这不能作为你认为他条件比你好的原因.值得
一说的是，我们贫困生没有必要怕别人知道自己贫困而装作
自己很有钱，那样反而吃亏的是你.辅导员在例行自己的职责
发放助学金时，一般都会资助那些更需要资助的人，希望学
生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辅导员.

4、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在我们调查来看，生活费比较少，而且参加兼职的同学大多
是来自农村的，而对钱的使用比较随便的往往是那些城镇长
大的同学.这里映射出一个我国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城乡差距.从网上调查下来的数据来看，以受教育为例，20xx
年，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比城
市平均水平少3年；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农
业从业人员最低；20xx年，全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集中
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截至目前，农村
还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
及时的医疗服务，近20%的县未达到20xx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
保健规划目标的基本标准，4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上自来水，
近8%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此外，目前农村的电话
普及率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的水平.这种城乡之间
公共通讯资源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扩大着城乡间获得知识、
信息、技术、观念的差异.可以看出，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点



点滴滴，构成了今日城乡间的鸿沟.

这道鸿沟，实则是发展程度的差异.因此，改善城乡差距也成
了我们首要讨论的问题.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
些：首先，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农民建立起市场中心和交
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为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城乡分割，
无疑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上
的差距，形成信息时代的两种公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
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支撑起来的将是一个是衡
的社会.其次，在政策上应积极保护农业，扩大农业投资.我
国现阶段，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什么优点，农
业没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难会有特殊的发展，这些都需要
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资.再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
农民负担，调节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
正把农民、农业、农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焕发出来，推动中
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国稳定，政通
人和；只有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才能保持我国经济、
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挥民族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然
后，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教育，在农村中建立各种
各样的培训班和学习班，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最后，政府也
应该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只有在确保温饱的情况下，
才能完成以上预期，不然只是纸上谈兵.农村的生活质量起来
了，富裕了，城乡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减.

总之，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从对我校大学生这个团体的调查
中可以认识到很多.大家家庭的收支及分配不平衡，助学金方
面学生间有较多的矛盾，农村和城镇的经济差距依然不容乐
观.希望在未来几年内能有所好转.

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纲篇五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终于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们
却很匆忙，很辛苦。这次调查我们是由5个人组成的团队进行
调查的，每个人各司其职，努力做好自己的事物，在此次的



调查中充分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扶持，
共同的一点一点完成了此次的调查，虽然很辛苦，但是却很
快乐。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进行走访调查，把任务分配到每个人，
分别调查，每个人都会拿一些团队制作的调查表发给调查的
人群，等调查表都收齐之后每个人都会进行分工，负责统计
数据的就统计数据，写总结的写总结，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完
成了此次的调查活动。

刚开始调查的时候，面对陌生的人群还有点害羞，不敢开口
问同学问题，但是同学们都很友善，很乐意帮助我们完成此
次的调查，也让我们看到了安科同学的素质——乐于助人，
虽然在调查的过程中基本上比较顺利，但还是会有一定的困
难，比如炎热的天气，我们顶着高温，在太阳底下暴晒，为
的是能完成此次调查任务，还有就是我们在做调查中由于事
先考虑的不够周全，在调查中问卷答案不够全面，有时候调
查人群有些重复，但通过我们的努力改进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通过此次调查活动，我也来说说自己的心得体会：

1、经过此次活动，我学会了如何与同伴们一起去合作，培养
了我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我们共同努力互相帮助相互扶
持，遇到困难大家一起解决，在活动中我们收获了合作的喜
悦。

2、经过此次活动锻炼了我与人之间的交流，由于是法学专业
的学生，与人交流就必须有自信，能够在陌生人面前交谈，
能够不怯场，这次的调查活动中锻炼了我与陌生人交流的能
力，刚开始发问卷调查时，面对陌生的同学不好意思上前搭
讪去问问题，但是经过几次的锻炼，慢慢的克服了自己内心
的恐惧，与陌生人交流不再那么胆怯。

3、通过这次调查也让我发现了我们大学生对于消费态度的不
同，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同学对于消费还是不理智的，



也发现自己原来对于消费也没有一定的计划性，有时候对于
消费也存在攀比的心理，所以此次调查给自己也打了一个预
防针，让我意识到理性消费的重要性。

以上都是我此次活动所做的心得，经过活动真的让我学到了
很多也让我一辈子受用。

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纲篇六

随着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
消费群体，其消费观念的塑造和培养直接地影响其世界观的
形成与发展，进而影响其一生的品德行为。因此，关注大学
生消费状况，把握大学生生活消费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导向，
培养和提高“财商”，就成为高校的重要课题。

一、当代大学生消费新概念

1、消费方式已经进入网络电子时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社会消费方式已经从原来单一的
现金交易向现金、信用卡、支票等多样化的交易方式转变，
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趋方便快捷。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人中的
佼佼者，有着开放的思想意识，从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那
么在消费方式上是怎样的状况呢？在调查中发现，作为特殊
的消费群体，当代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已经进入了网络电子时
代。许多大学生都有校园ic卡、交通ic卡、银行取款卡、上网
卡甚至运动健身卡等，“刷卡”时代使大学生的消费行为潇
潇洒洒，用某些同学的话来说，就是“卡一刷，钱就花”。

2、消费多元化倾向

21世纪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步入这一时
代的大学生们不再满足于宿舍、教室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
尽管书籍仍是主要的消费对象，但已不是首选的，更不是的



消费项目。大学生的消费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手机、
旅游、电脑、影音娱乐是大学生的消费热点。调查中，当问及
“在经济条件许可情况下，zui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时，大部
分学生选择了“旅游”，其次是“买电脑”，反映出大学生
具有想走出校园、融入社会与自然、拥有高质量生活的渴望。

3、理性消费是主流

父母的资助，自己兼职挣钱的不多，每月可支配的钱是固定
的，大约在300—800元之间，家境较好的一般也不超过1000
元，而这笔钱主要是用来支付饮食和日常生活开销的。由于
消费能力有限，大学生们在花钱时往往十分谨慎，力求“花
得值”，因此会尽量搜索那些价廉物美的商品。

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当今大学生的各种社会活动都较以
前增多，加上城市生活氛围，谈恋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
会考虑那些尽管价廉但不美的商品，相反，他们更会注重自
己的形象，追求品位和档次，虽然不一定买，但质量显然是
非常重要的内容。

4、追求时尚和是不老的话题

大学生站在时代前沿，追新求异，敏锐地把握时尚，惟恐落
后于潮流，这是共同特点。zui突出的消费就是使用手机。当
代大学生们的消费中普遍增加了手机的消费项目。有调查表
明学生手机拥有率不低于40%。此外，电脑及相关消费也是他
们的追求，小至一张几十元的上网卡，大至电脑都是当代大
学生的宠物，用计算机系同学的话来形容，他们简直就把电
脑当成自己的“情人知己”。

再次是发型、服装、饰物等大学校园中都不乏追“新”族。
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就所占比例来看，“是否流行”
紧随价格、质量之后，成为大学生考虑是否购买的第三大因
素。至于产品，当问到“如果经济许可，会否购买产品”时，



80%的学生表示肯定。以上充分体现了大学生对追求高品质、
高品牌、高品位生活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