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食报告表(实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报告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
望能够帮到你哟!

零食报告表篇一

20xx年3月22日~20xx年3月23日

三区宿舍和二区饭堂附近

通过这两天的调研，调查在校学生对零食的需求程度，进行
分析，进一步了解并认识到应该注意的问题，为今后的市场
营销实训室打下良好的基础。

1、设计调查问卷。

2、在校内走道上向学生派发调查问卷进行填写。

3、收集问卷，整理数据。

4、分析数据并作出调研报告。

5、以word的形式进行展示。

使用街头调研法。

设计调查问卷：

制作调研报告：



经过数据的统计，以下针对男女性别各占50%，比例1:1进行
数据统计。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五题

第八题

第十题

第十一题

您对市场营销实训室零食种类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

1.增加零食的种类

2.进一些性价比较高的食品，每个月的零食类的产品来一次
大促销。

3.零食的品种较少

4.种类不全，价格偏高

5.多增加进口食品

数据分析：

经调查结果显示，在我们学校零食的需求量还是挺大的，顾
客购买零食的大多数因素都是因为个人习惯的影响，但是同
时也受一些促销活动的影响，他们普遍可以接受零食的价钱
为20元以下，有较大的一部分顾客喜欢膨化类，饼干类和肉
脯类的零食。



swot分析：

优势：

1、超市地处1教一层，属高人流地段。

2、就地理环境而言，该超市不用上下阶梯，方便顾客行走；

劣势：

1、超市面积较小，可提供商品较为有限，限制商品多元化发
展

2、部分商品价格垄断，因而超市或多或少地留给人们“不
好”的形象。

3、没有额外业务，即没有与移动合作提供充值服务，失去潜
在客户。

机会：

1、超市在一教，每天早上起床来不及吃早餐就匆匆上课的同
学不在少数；

2、每年照毕业照的时候，对超市而言都是一个大市场的到来，
因为聚集大量毕业生在附近拍毕业照。

威胁：

1、二区的超市及其两个食堂，一定程度上抢占了中心超市的
市场。

2、每到星期六日，一教的上课的学生少，人流量大幅度地降
低。



核心内容：

本次调研的内容是针对城建学子对市场营销实训室零食的看
法，和他们平时零食的消费习惯和对零食的要求，以及关于
零食方面给实训室的各种意见和建议。

通过这次的调研，对采购部提供的意见是：

1.购入零食零售的价格最高不要超过15元。

2.注重外观包装和口味风格特别的的占总体的50%，可以购入
外观包装上有特色和口味风格有特色的，可以吸引顾客眼球
的零食。

3.注重品牌的比例占总体60%所以购入的零食最好都是有一定
知名度的品牌，注重品牌性。

4.大多数人经常购买的零食是膨化类和坚果炒类，所以可以
增加该类别的数量，增加不同的口味和品牌供顾客选择。

以下是给营策部的意见：

1.有放映价格有稍贵，可以搞促销降低售价。

2.可以多搞一些产品的热销，比如捆绑销售，增加零食的销
售额。

3.对一些进口食品和有特色的高利润商品提高宣传度，吸引
顾客眼球。

消费者偏向购买售价较低的零食，售价较低的零食是热销产
品，需求量较大，可以合理的进货。而售价较高的零食，需
求量较低，适当的减低进货量。可以考虑7：3的进货比率，
价格较低的零食进货量为7，价格较高的零食进货量为3。



由于饭堂有规定吃饭时间，人较多。有些消费者会选择方便
面作为一顿饭，且方便面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薯片和饼干，
所以方便面是存在着隐形市场。可以合理的采购不同品牌、
不同口味的方便面，提供给消费者进行选购。

在本次调研中，发现了我们实训室零食方面还存在不少的不
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零食种类不够多，品牌和类型上
对顾客的吸引力不足等。我们应该按照大多数顾客的喜好来
进行进货和对零食进行筛选，力求做到在有限的空间可以最
大的吸引顾客来进行购物，还可以多进一些进口食品，因为
有不少学生对进口食品都有不错的印象，而且进口食品利润
都较大。

零食报告表篇二

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日渐重视，饮食是人们首先关注的。而
零食作为一种被人们曾经当做不健康饮食的消费品，现在因
为人们对健康概念更深入的理解，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都处于良好的经济环境中，大学生的经
济来源主要还是家庭供给，大多大学生有吃零食的习惯。

对于大学生而言，除了一日三餐主食外，零食也是其生活的
重要部分，本次调研就在校大学生的零食消费情况展开一次
市场调研。零食消费情况，大致包括零食消费的类型、数量、
费用、偏好等有关内容。本次调查采用在线调查的方法获取
信息，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调查过程中, 数据分析因问卷回
收率以及被调查者配合程度不同，有少量误差，剔除了少部
分没用的问卷，但对整体呈现的结果影响很小。

通过这次调查，分析研究大学生在零食消费方面的习惯和费
用，以及大学生对进口食品的态度。有助于了解零食消费品
市场。

20xx年12月



在线调查; 调查对象：在校大学生

参与调查的的样本性别比例。

1、 大学生月生活费：

由于调查样本偏向于二三线城市的大学生，所以样本中大学
生的的生活费水平属于中等偏下的。25.53%的大学生生活费
在所在的城市可以满足大学生的基本生活，这类大学生的零
食消费比较少，他们跟注重满足生活所需。60%以上的大学生
的生活费水平属于中等，这类大学生的数量所占的比例很大。
他们满足基本生活后，还有部分钱余下，他们是普通零食消
费市场的主力军，偶尔也会光顾进口食品市场和高档食品市
场。只有6%的大学生的生活费水平比较高，这也能满足他们
对零食消费的更高要求。

所以，对于校园内的零食市场更多的消费者还是中等生活水
平的大学生。因此，大学校园内的零食应更注重一般的零食，
而想发展高端零食和进口零食，则比较难，消费者数量会比
较少。

2、 大学生吃零食的程度

21.28%的大学生是经常性的吃零食，这些大学生对零食的需
求量大，而且会形成特定的零食消费习惯。零食对于这些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品了。51.06%的大学生消
费零食的程度不高，只能说是正常水准，这和大众消费程度
差不多。25.53%的大学生是偶尔性的消费零食，他们对零食
的需求性不高，但也有一定的消费量。只有2.13%的大学生不
吃零食，这些人大多数只占了极少的比例，但也有一些原因。
综述，大部分大学生都会消费零食，可以说大学生零食市场
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3、买零食的地方



调查显示，有8.33%的大学生经常去大型的连锁超市买零食，
比如，沃尔玛，家乐福等。这些人可能是生活习惯的原因，
他们买大部分生活用品都愿意去大型超市，或者超市的商品
种类更多，选择性更大的原因。以至于他们买零食也愿意去
超市。有87.5%的大学生在就近的超市购买零食，大部分超市
的种类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给一般的商店有了很大的
商机，他们应该加强零食方面的管理，吸引跟多的学生选择
自己的商店。只有4.17%的大学生去专门的零食店买零食，随
着社会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专门卖零食的店铺，这些店
的零食种类丰富，但人流量不多，大学校园内部也有专门卖
零食的店。这就需要这些店去加强宣传、普及，促使更多的
人选择去专门的零食店铺。

4、零食的价位

有79%以上的大学生选择零食的价位在10元以下，这和大学生
的消费水平和能力有关系。并且由于大学生还是花钱的人，
很少是挣钱的，他们在零食方面不会去追求高档的享受。16%
以上的大学生的零食价位在15元左右，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稍高，很大的可能是城市来的学生。有2.08%的大学生零食价
位是21-25元，这部分人和前面那部分人有很大的相似。只
有2.08%的大学生零食价位在30元以上，这些学生平常会去追
求一些高档的零食和一些新出的、新奇的零食。比如，哈根
达斯等。这部分人可能跟多的去校外买零食，因为校内的零
食可能满足不了他们追求高档的需求。

5、每个星期的零食花费

有39.58%的大学生零食消费在20元以下，这部分人多零食的
消费不算高，也不会刻意去追求，只是随着自己的爱
好。41.67%的大学生的零食消费在21-50元之间，这部分人买
零食的频率稍高，处于中等水平。他们会偶尔去追求一些自
己比较心仪的好一点的零食。10.42%的大学生的零食消费
是50-100元，这对于一般生活水平的大学生来说，是比较高



的。有8.33%的大学生的零食消费水平，在100元以上。

6、学校的零食是否能满足需求?

有22.92%的大学生认为一般大学校园内的零食课一满足正常
的生活需求。有64.58%认为大学校园的零食还可以适当的增
加一些。有12.5%的大学生认为校园内的零食不能满足平常的
生活需求。

根据现在大学生的总体生活水平，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处于中
等偏下的水平，一部分稍微高一点的水准，少数一部分属于
高等生活水平。而现在一所大学内的学生生活水平分布也基
本上符合上述数据。再根据上面4、5、6三个题目的调查数据，
可知大学生的零食消费主要是在中低档的零食消费，也就是
我们说的市场上的普通零食。只有少数大学生会去追求高档
点的零食消费，比如，一些生活水平高的、有钱的大学生，
还有一些恋爱中的大学生也或多或少会去追求一些“小资”
消费。所以，大学校园的零食还是应以一般的零食市场为主，
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就足以应付学生这个市场的需求。而稍
微高档点的零食进驻校园内，会面临消费者比较少的局面，
这对管理者是个几乎无解的情况，因为这不是自身产品和营
销的问题，而是没有相应的消费群体。

7、吃零食的原因

45.83%的大学生吃零食，是应为零食的特殊的和不同的口味，
大家觉得好吃，所以选择吃零食。12.5%的大学生吃零食是因
为身边的人吃的原因，对自己有诱惑而吃零食。41.67%的大
学生吃零食是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无聊，看电
影，朋友聊天等。

只有少部分人是因为诱惑而吃零食，绝大部分是别的原因。
所以，零食生产者对零食的种类、样式、口味等各方面加以
研究，这样可以促进零食的销售。



8、班级(宿舍)敕令现象

10.42%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班级(宿舍)吃零食的现象普
遍。37.5%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班级(宿舍)吃零食的显现比较普
遍。43.75%大学生班级(宿舍)吃零食现象一般。只有8.33%的
大学生班级(宿舍)几乎不吃零食。

由数据可知，大学生对零售的消费是个很大的量，这个零食
生产商来说是个很好的现象。只要占有了大学生零食消费市
场中的一定份额，就可以保证良好的经营。

9、零食代替早餐

6.25%的大学生经常用零食代替早餐。27.08%的大学生会偶尔
性的用零食代替早餐。45.83%的大学生很少会用零食代替早
餐。20.83%的大学生不会用零食代替早餐。

只有少数大学生会用零食代替早餐，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学生的学习时间不是很紧迫，有足够的时间去吃早餐;
二是大学生对身体方面的健康更加重视。所以，碎玉零食生
产者来说，适合 代替早餐类的零食可以适当的生产就可以满
足大学生的需求。

10、喜欢的零食(多选项)

33.33%的大学生比较喜欢膨化类的食品，31.25%的大学生喜
欢巧克力类的食品，54.17%的大学生喜欢果仁类的食
品，35.42%的大学生喜欢糖果类的食品，45.83%的大学生喜
欢饼干，45.83%的大学生喜欢卤制品类的食品，47.92%的大
学生喜欢流质品类的食品，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也受大学生
的喜爱。

各种种类的食品受喜爱的程度相差无几，每种零食都占有差
不多的市场。这就给商家有了经营的选择性，可以选择某一



种或多种销售。

11、购买新的零食的原因(多选项)

31.25%的大学生购买没见过的零食是因为特殊的包装，62.5%
的大学生购买没见过的零食是价格合理，37.5%的大学生购买
没见过的零食是因为商家的宣传广告，45.83%的大学生购买
没见过的零食是朋友介绍，52.08%的大学生购买没见过的零
食是由于好奇心。

促使大学生尝试新的零食，有各种原因。这样生产者在每生
产一种新的零食时，为了能够更好的进入市场，并占有一定
的份额，需要结合多方面的考虑零食的口味、包装、营销方
式等。

12、吃零食时的情绪和时间

25%的大学生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吃零食，16.67%的大学生在情
绪失落的时候吃零食，来缓解情绪的低落，58.33%的大学生
认为吃零食和情绪无关。

25%的大学生有空就会吃零食，这属于“吃货”类，33.33%的
大学生平时饿了会选择零食来填肚子，41.67%的大学生零食
根据自己当时的意愿。这可以给零食生产者一些提示。

13、购买时注重质量、口感、价格的大学生占了90%以上的比
例，只有少数人会注重品牌之类的。这也是大所数人在选择
零食类时看重的方面。

14、零食口味

33.33%的大学生偏向于甜的零食，47.92%的大学生喜欢辣味
的零食，只有12.5%和6.25%的大学生喜欢咸的和酸的零食。
这是大多数人的口味选择。



15、进口零食的看法

54.17%的大学生会去购买进口零食，45.83%的大学生不会去
消费进口零食。会去消费进口零食的大学生中，66.67%的是
因为觉得进口的东西比较新奇;29.17%是喜欢进口零食，觉得
口味好;4.17%的人是因为朋友、同学的介绍。

可以看出，还是有很多的大学生喜欢进口零食，他们觉得进
口零食比我们国产的好，这和好多人比较喜欢进口的东西一
样。而不去买进口的人一部分是因为比较贵。

16、不吃零食担心。。。

25%的大学生是因为怕身体长胖而不吃零食，20.83%的大学生
是觉得零食消费高，20.83%担心零食存在质量问题，33.33%
的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不吃零食。

这可以使我们想到一些家长在谈论孩子吃零食时，考虑的也
基本上是这些东西。零食的质量、高卡路里等。这就对我们
的零食生产者提出了考验。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17、上课吃零食

有2.08%的大学生经常在上课时吃零食，70%以上的大学生或
多或少在上课时吃过零食，22.92%的大学生从不在上课时吃
零食。

零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生活的便利，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
响。这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

18、零食对身体

50%的大学生说不清楚零食对身体是好或者是坏，35.42%的大
学生认为零食对身体没有好处，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只有14.58%的大学生认为零食对身体有好处。

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见仁见智。大部分人认为
正常的生活里还是需要一定的零食。

1. 大学生普遍有吃零食的习惯。其中有21.28%的大学生经常
吃零食，51.06%的大学生吃零食的程度一般，25.53%的学生
偶尔会吃，有2.13%的学生几乎不吃零。

2. 大部分大学生平均每周都会去购买零食，且用于购买零食
的金额在10—50元之间居多(其中有41.67%的学生一周用于购
买零食的金额在21-50之间)。

3. 大学生的口味偏好不一，有很多学生比较偏爱甜味和辣味
的零食，还有些口味比较好的膨化食品等。

4. 大学生购买零食主要是出于个人习惯。而且他们比较关注
的是零食的质量和食品安全和零食的口感诱人。

5. 大多大学生主要是采取就近原则，主要是在校内的超市和
商店购买零食。

6. 大多数大学生不会用零食代替正餐。

1. 大部分大学生在饮食观念上还是比较关心安全和健康问题，
所以零食商家应特别注重食品的安全和健康问题。

2. 现在的大学生在零食方面比较注重口味，且比较多样化，
所以商家应该丰富零食的品种，提供足够多的选择空间。

3. 应合理制定零食价格。对于经济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来说，
“薄利多销”不失为一个盈利的好方法。

4. 合适地调整不同类别零食销售的结构，在保证零食安全的
基础上，进一些口感较好的零食并适当增加新鲜水果。



5. 对各种零食分不同规格包装销售，不同学生、不同时候对
某种零食的数量需求都有区别，因此零食分大中小规格包装
销售将会受欢迎。

6. 对于零食的包装设计应该新颖独特，适合现在大学生的个
性特点。

7. 现在有很多学生上网比较多，喜欢宅宿舍，建议商家可以
根据情况提供电话及网络订购的销售方式。

8. 店家要不定期搞一些促销活动，来激起学生的购物欲望，
以促进消费。

9. 店家要想吸引学生购物就必须选方便的地点——寝室周围、
校内。

10. 要恰当运用口碑营销(大学生比较容易受到同学、朋友的
影响)。

零食报告表篇三

学校一向说不能带零食或是在校门买零食进入校园，可是我
们班上许多的同学一放学就往小卖部的方向直奔，去买零食
吃。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为什么喜欢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
好还是坏?我带着这大大小小的问题，踏上了调查之路。

我通过对全班同学、家人进行询问和查找资料，找到了我想
要的结果。

女孩子普遍喜欢吃奶糖、巧克力、饼干、布丁等甜食。而男
孩子喜欢吃薯片、饼干、和辣条。看来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口
味都各不相同啊!

我不仅知道了同学各喜欢吃什么，通过调查和查找资料，我



还知道了以下的原因：女孩子喜欢吃奶糖、巧克力、蛋糕，
是因为它们的包装精美，口感细腻，香味更是浓郁;而男孩子
喜欢吃薯片，辣条等，是因为它们的口感很刺激，挑战味蕾，
激发食欲，有时甚至辣得人大汗淋漓，格外过瘾。

通过以上的调查，我想对爱吃零食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提出几
点建议：

1.不要吃太辣的食品，因为辛辣的食物对肠胃的刺激性很大，
容易造成不适。

2.少吃甜食，这样能减少蛀牙和肥胖的风险，小朋友如果吃
太多的甜食，会导致近视，发育缓慢。

3.荤素搭配，这样才能营养均衡

4.多吃水果，这样可以让营养更全面，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水
灵灵的。

看了我的这份关于零食的调查报告，你是不是也应该马上告
诉你的`亲朋好友要少吃一点零食呢!

零食报告表篇四

每天上学的路上，我总会看见大部分小学生在回家的路上吃
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例如：麻辣热狗肠、可比克薯片、辣翻
天薯条、可乐糖、爱尚非蛋糕、多乐b香味薯片、香芋雪糕杯。

我听一些家长说，孩子总是找他们要钱，说什么要买本子、
笔、橡皮什么的，可回到家时，家长一搜书包，根本就没有
买本子，钱也不见孩子给回来，当父母问起孩子钱的事情时，
他们总是红着脸低头不语，可家长又没有办法婉拒孩子，又
不知道孩子们是否真的要买本子。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卖部，我发现，每当下课铃敲响的时
候，一些学生就会争先恐后的跑去买零食吃，这时，小卖部
就挤得水泄不通的。有的同学害怕上课了，就抓起零食大把
大把的往嘴里塞，上课铃敲响的时候就一边嚼着零食一边不
紧不慢的走回教室，回到教室的时候，嘴巴里的零食就消失
啦！

我想，同学们都那么爱吃零食，一个小学生一天、一个月、
一年要吃多少零食呢？为此，我做了一次调查行动。

放学的时候，我碰见一些认识的小朋友，就问他们一天大约
有多少钱买零食吃，我调查到的结果是：富裕家庭5至25元、
小康家庭5至10元、普通家庭1至5元。

在我们中心小学，平均每人3元，这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我根据这个数字算了一下，一个小学生一年花在吃零食上的
钱有1095元，小学六年算下来，可吃掉6570元；一个班以50
人为基准计算，六年可吃掉32。85万元；一个学校以1000人
为基准计算，六年要吃掉657万元！那么，全区、全市、全省、
全国、全世界的小学生，六年可吃掉多少钱呢？这真是：不
算不知道，一算下一跳呀！

同学们，你们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又有何感想呢？

零食报告表篇五

油炸食品是一种传统的方便食品、利用油脂作为热交换介质、
使被炸食品中的淀粉糊化、蛋白质变性、水分以蒸汽形式逸
出、使食品具有酥脆的特殊的口感。采用油炸的烹调方法、
可以杀灭食品中的细菌、延长食品的保存期、改善食品的风
味、增强食品营养成分的消化性、因此油炸食品在国内外都
倍受人们的喜爱。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油炸食品安全性
存在很大的问题。高温加工的淀粉类食品中丙烯酰胺含量较
高、丙烯酰胺是已知的人类可能致癌物、其对人体健康存在



着潜在危害。

油在高温烹调时某些分解和聚合的产物对人体是有毒的。在
煎炸食品过程中、当温度达到250～300℃时、同一分子甘油
脂的脂肪酸之间或不同分子甘油酯的脂肪酸之间会发生聚合、
使油脂粘稠度增大均可生成如环状单聚体、二聚体、三聚体
和多聚体等。由于环状单聚体能被人体吸收、故毒性较强、
把属于环状单聚体的已二烯环状化合物分离出来、按20%比例
掺入基础饲料喂大鼠、3～4d就死亡；以5%～10%比例掺入测大
鼠、出现脂肪肝及肝肿大。二聚体可使动物生长缓慢、肝肿
大、生育功能出现障碍。三聚体以上因分子太大、不易被人
体吸收、故无毒。此外、油煎腌制的鱼、肉类可形成致癌物
亚硝基吡咯烷、长期食用会影响人体健康。

油炸食品热量高、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物质、经常进食易
导致肥胖、是导致高脂血症和冠心病的危险食品、且不论油
脂中的维生素a、e等营养在高温下受到破坏、大大降低了油脂
的营养价值、单在油炸过程中、就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已
经有研究表明、常吃油炸食物的人、其部分癌症的发病率远
远高于不吃或极少进食油炸食物的人群。

同学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想健康成长的话、我建议
大家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肉、蛋以及米和面、因为这些
食物中含有我们生长必须的营养、是健康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