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手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通用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
样的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手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篇一

手机是我们生活中的必备品，特别时不少年轻人外出时少了
手机就像丢了魂一样。而什么样的手机，更受消费者欢迎？
品牌知名度高、网速快、售后好，如果再加上价格合理，那
么这样的手机消费者将满意度“爆棚”。

日前，一项关于3c产品消费的客户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消
费者对手机品牌最看重的项目中，知名度、售后、价格、网
速四项的合计人数占总投票人数的74%。可见，这四项对与人
们的选择来说有多重要。

“我选这款3g手机，就是看中了它的上网速度。”日前，在
武昌某公司工作的徐先生表示。此次调查数据显示，消费者
最认可的手机功能中高居榜首的是能上网，占投票人群的24%。
此外，拥有10%以上的还包括软件下载（14%）、游戏（14%）、
视频通话（12%）以及导航（10%）。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
如果拥有手机电视和视频点播、手机邮箱、手机办公、手机
炒股等，感觉就更好了。

也许是因为智能手机升级太快，一些技术留下的漏洞难以抵
挡网络病毒的攻击。亦或是手机功能对层出不穷的下载软件
难以兼容，突然死机成为不少手机的“常见病”。

调查显示，有51%消费者对手机频繁死机感到最不满意。另外，
让消费者感到不满的还有续航时间太短、程序兼容性不强以



及售后服务不到位。“这些问题都是享受智能手机的高科技
成果带来的烦恼。”读者秦先生表示，总有一天这些不稳定
的表现、如今常见的问题将被克服。

“购买手机时销售人员说，很值、不贵。”消费者张先生说，
等他买回手机发现问题后再去找卖方，就遇到了卖方的销售
部门与售后部门互相“踢皮球”现象。

在给本次满意度调查提的建议中，张先生对品牌手机售后服
务的感受很具代表性。还有消费者表示维修费用偏高，也有
人表示国产手机质量和售后服务都有待提升。不过也有相当
多的消费者对智能手机给工作、生活、学习带来的便利性给
予了肯定。因此，有52%的消费者对手机的总体情况感到满意，
7%非常满意，19%觉得一般。另外，还有22%感觉不满意。

对于手机的情况，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消费者的体验
及满意度情况，才是商家最应该重视的。

手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篇二

近年来，随着手机在校园里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把
目光投向了校园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为了了解手机在大学
生中的普遍情况、使用效果以及消费情况，掌握手机在大学
的销售情况和市场前景，我们决定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
校园里的手机市场作一次调研。

大学生

（见附件1――问卷）

1.由调查小组成员共同协商确定问卷内容，以书面文件形式
确定，交由本人进行制作成电子版调查问卷。

2.电子问卷制作完成并通过无错测试后，我将其上传到我朋



友租用的虚拟主机空间。

手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篇三

20xx年1月28日

手机消费

xxx

刘增禾

本次调查使用网上调查、入户访问、媒体问卷回收的方式进
行。整个调查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以广大消费者参与调查
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本次调查共采集样本245205个，
有效样本243260个，问卷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活动的包括国
家人员、在校学生、公司员工、个体劳动者等各行各业的从
业者。

由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早期应用的都是gsm网络，联通新
建的cdma网络在20xx年1月8日刚刚开始试商用，原电信长城
发展的cdma用户仅为60万用户。因此，现中国大部分手机用
户选择的都是gsm制式的手机。本次调查显示，97.4的用户
使用gsm手机，1.4的人选择cdma手机，选择gprs手机的被
调查对象最少，只有1.2。

本次调查中，68.6的用户选择中国移动，31.4的用户选择中
国联通。调查显示的用户比例与中国移动与联通的实际用户
比例大致相符。

此次调查显示，中国的手机市场仍以国外品牌为主，中国国
内品牌手机份额依旧很小，市场占有率不足7，仍无法与国外
厂商抗衡。



此次调查中，半年左右换一次手机的用户比例为3.4，这部分
基本为高收入或对手机时尚比较敏感的客户;半年至一年换手
机的用户比例为12.8，一年至两年换手机的用户比例为24.4，
在换手机的用户中，一至两年换一次手机的用户的比例为最
高;两年以上换手机的用户比例为7.2。从未换过手机的用户
比例为52.2。

手机若想在市场上被消费者认可，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功能
的实用性，本次调查显示，用户认为最实用的功能是来电/接
听时间显示，选择这部分比例的用户占63.9，其次是多种铃
声，占50.8，这也反映了用户对手机个性化的要求。同时，
选择中文输入的用户比例为47.9，由于短消息方便易用和可
以节约话费，42.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群发短信也是比较实用
的功能。

随着数据业务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服务内容逐多样化，
手机传递移动图像或多媒体方面的应用将成为可能。因此，
彩屏手机将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本次调查显示，61.4的被调
查者认为手机应用彩色显示屏非常有必要，25.3的人认为无
所谓手机是否是彩色显示屏，只有13.3的人认为没有必要。
这说明在手机的功能性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在色彩方面给人
以不同的感受的彩屏手机将更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获得消
费者的喜爱。

手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程度尚在研究之中，目前尚未有全面、
权威的科学结论。但与手机带给人们沟通上的方便相比，大
部分用户对手机辐射表现出了较为包容的态度，本次调查显
示，28.6的被调查对象能接受手机辐射，48.3的人选择无所
谓，不能接受的人相对较少，比例为23.1。

虽然认为移动互联网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至今，手机上网
在速度、价格、内容提供、费用等方面仍不能令消费者满意，
这其中，上网速度是制约用户上网的最主要因素，没有了速
度，手机上网的快捷便无从谈起，其次上网价格太高也是一



条重要的原因，手机上网收费包括通信费和信息费，如果按
照现行收费标准，手机上网查询一条新闻信息，最少也要支
付一分钟四毛钱的话费，因此有25.4的被调查对象选择这一
因素，同时，现在移动互联网内容还不够丰富，同时屏幕太
小也是制约用户上网的重要原因，这使得浏览一些内容非常
不方便，15.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此因素，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现在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运营商、icp、isp的价值链体系，许
多移动icp对移动互联网内容建设持谨慎的态度，内容太少，
用户自然提不起兴趣。

虽然应用手机上网现在还存在诸多缺点，但它随时随地可以
得到有用的资讯这一点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现在消费
者对于是否应用手机上网还持观望态度。本次调查中，非常
明确表示会用手机上网。

手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篇四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
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由于大学生年龄较轻、社会经验少、
群体特别，他们有着不同于社会其他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和
行为。消费观念的超前和消费实力的滞后，都对他们的消费
有很大影响。大学生的消费观念的塑造和培养更为突出而直
接地影响他们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对他们一生的品德
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关注大学生消费状况，把握大
学生消费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导向，培养和提高大学生们
的“财商”，在当前就成为当代大学生们共同关注的课题，
也是教育部门以及全社会都必须重视的课题，这对形成大学
生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更对整个
社会消费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调查目的

通过调查大学生的日常消费情况，旨在发现当代大学生的消
费问题，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因此，其具有很好的社会与



现实意义！了解身边同学们的消费习惯也有助于我们小组成
员自身建立良好的消费观念,做一名有责任感的大学生。

实用、质量占消费的主导地位

在问卷的第6题的所有答卷中可以看出:大学生消费时主要看
中商品的实用价值与质量。在“山寨”货风行的今天，学生
并不是盲目地追求品牌或是价格便宜。大学生们站在时代前
沿，追新求异，敏锐地把握时尚，惟恐落后于潮流，这似乎
是社会对大学生们的传统看法，但我们的调查结果却给出了
有力的回击:的同学在消费时看重商品的实用，的同学注重商
品的质量，而注重品牌的同学只占。

精神物质消费同步发展

如今的社会是物欲横流，金钱当道，万夫莫开。物质享受欲
充斥着一些人的头脑，但是调查结果显示，有的被调查者选
择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消费同步发展，有的受访者选择今后要
加强精神方面的消费，只有的同学选择了加强物质方面的消
费，另外有的同学对自己今后要加强的消费方面是不确定的，
只是凭感觉消费。我们从调查结果中不难看出，大学生的消
费方向是趋于良好的。

节约观念永不过时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学生大学生都是有一定的节约意识
的。约有的同学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应该提倡大学生勤俭
节约”，另外还有的同学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永远
都不会过时”。12%的同学认为没必要节俭。这是一组令人欣
慰的数据，说明大学生是知道自身无资金来源这一情况的，
这对学生本人来说，无论是从自身素质修养还是个人理财能
力的培养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手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篇五

通过以下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消费和心理
整体上是现实的、合理的，但离散趋势明显，个体差异大。
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大学生消费有其不理性的一面

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经济独立性差，消费没有基础，经济
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大学生自主消费经验少，不能理性地对消
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大学生没有形成完整的，稳定的消
费观念，自控能力不强，多数消费都是受媒体宣传诱导或是
受身边同学影响而产生的随机消费，冲动消费。这也正是大
学生消费示范效应的结果。拿手机产品来说，目前，有手机
的大学生中，一部分有通信的需要，且家庭经济当今社会正
面向多元化发展，新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新技术的迅速推广
对日常生活的深入影响，使时尚的形成和流行更快捷，同时
具有更鲜明的主题和更人性化的表现形式，并因而成为大学
生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具有象征性和大众化的色彩和基调。
“今朝有酒今朝醉”，似乎日渐成为一种时尚。“负
翁”、“月光族”随之大批涌来。在我们的校园中，昔日
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中，又夹杂进了“手机声声”。
为了解我校在校大学生目前的消费状况，为我校明确确定贫
困生标准提供可靠参考资料，同时为我校学工处开展学生的
教育引导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学生工作信息中心特开展此
次调研。

调研时间：20xx年11月27日---20xx年12月15日

调研对象：校本部外语学院、水土学院、经管学院等九个学
院

调研方式：问卷调研



调研情况：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376份，回收率
高达98、95%，数据真实，可信度高。此次调研，主要针对学
生的消费心理、消费意向、消费意识、消费嗜好等方面展开
调研。

调研结果及分析：

一、消费去向：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学习方面，我校学生的花费主要在购
书上。由于学校发放的教材只是基本教材，并不能满足学生
的需求。所以在学生的消费去向中，购买教学参考书、英语
等级考试等书目占了一定比重。

在消费去向中的通讯费中，大一和大四的学生占的比重最大。
对于大一新生，由于刚来到大学，对于生活环境、学习环境、
人际交往环境都很陌生，存在着种种不适应，同时对于大学
中开放式的学习方式不习惯，总喜欢和自己以前的好朋友、
老同学交换信息、交流意见。而大四的学生的通讯费主要是
联系工作。

在恋爱消费方面，有些同学有着固定的“爱情投资”。“爱
情需要浪漫，而浪漫需要消费”，但是没有资金是浪漫不起
来的。无论对于男生还是女生，都是需要消费的。对于男生，
需要给女生买单，送礼物。同时，“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
己者容”，女生的恋爱消费主要是用在化妆品、首饰上。

另外，在恋爱中，双方都共同支出的一个方面是在衣着打扮
上，名牌成为一种标志。“只买贵的，不卖对的”，有相当
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在现在这个社会，恋爱是合理的，
但对于恋爱中的种种不合理消费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恋爱中的消费来源，有的是由“家里特别提供”的;有的是
“从生活费中支付”的;有的是来自“勤工俭学”的;有的是



来自“奖学金”的。总之，无论是从哪方面支出，都占了不
小的比重。只是比重的不同于大学生的看待社会的角度有关，
更与家庭对大学生恋爱的看法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