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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某医学院在校大学生消费特征的现况调查 
罗燚 

（长沙医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目的：了解湖南省某医学院在校大学生的消费特征。方法：有效调查湖南省某医学院 540 名在校大学生，分析不同基本
情况对象消费行为的具体特征及构成差异。结果：调查对象家庭年收入情况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家庭年收入无论男
生还是女生在 4W-6W 之间的所占比例都超过了 30%，而在大于 10W 上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11.1%和 14.2%。同样在低于 2W 上所占
的比例则分别为 4.6%和 4.3%。通过大学生月消费情况分析看出（P<0.05），每月低于 500 的消费水平上五个年级所占比例分别为 8.3%，
7.4%，7.8%，9.2%，8.6%。而大于 2000 的所占比例分别为 7.9%，6.2%，6.5%，7.7%，9.6%。通过大学生性别消费分析得出（P<0.05）。
男生在信息消费的比例上占 35%，在饮食消费的比例上占 20%。大学生消费用途基本集中在伙食消费，在娱乐上占有 17%。大学生
理财情况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大学生对理财仅仅停留在知道这一层面，而在精通方面仅仅只占 10%。所
以还是要加强大学生理财教育，开设理财选修课程。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财方式。大学生生活费来源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根据表可以看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生活费来源来自父母给与分别占了 60%和 55%。结论：湖南省某医学院在校大学生消费基本
合理，生活费的主要来源也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父母，影响其消费的因素也相对合理，但对理财缺乏足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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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的消费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第二次工

业革命使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从那时起，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
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一个消费
社会正在形成，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因为二战结束
对经济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同时商品广告和信用消费给美国
人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分期付款改变了人们的
消费观念，新的意识形态是消费而不是节俭，劳动和积累不是
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1]。西方大学生在这样的
消费环境下自然养成了独有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Sarah 
Penman 等人（2008）通过探讨研究年轻学生的持卡及针对债务
的态度发现，年轻的消费者表现出对债务和购买的一种轻松的
态度，对不必要的消费视为对学习和工作的一种补偿行为[2]。炫
耀性消费是指某些人通过消费品符号意义的实现来夸耀自己的
身份、地位或经济实力，以引起他人的羡慕、尊敬、妒忌为目
的的消费，并借此宣泄个人激情，获取虚荣心或荣誉感的满足
[3]。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样会波及到在校大学生群体的贫富差距，
来源于不同阶层的学生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难免会产生攀比
心理[4-[5]。现代社会的大众媒体利用消费者易受心理暗示的特
点，试图引导大众消费。而当代大学生恰恰是对时尚非常敏感
的一个群体，媒体通过杂志、广告等形式向校园传递着大量外
界的时尚与消费潮流信息，使得大学生在消费上容易丧失应有
的判断力他们往往由于经受不住时尚事物的巨大吸引力，而冲
动地做出自己消费计划外的消费行为，比如说炫耀消费指“通
过消费让他人明了消费者的金钱力量、权利和身份，从而使消
费者博得荣誉、获得自我满足的消费行为[6-7]。 

1  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和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有效调查湖南省某医学院 540 名

在校医学专业学生 
1.2 研究的内容及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名

族。家庭年收入）和具体消费特征（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
费现状、理财理念）。横断面调查研究的主要偏倚是调查对象的
选择偏倚，被调查者的回忆偏倚和调查过程中的信息偏倚，因
此有效控制多种偏倚是保证研究质量的关键。本研究采用了以
下措施：研究设计阶段：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范围内保证足量的
调查人群，对问卷中的频数等级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便于调查
对象判断；调查表长短适宜，用语通俗易懂，所有问题采用选
择式题型，提问简单明了，易于回答：通过预调查充分挖掘可
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对各调查项目的可接受性进行分析，进
行了相应的修改。资料收集阶段：问卷中详细说明调查目的、

调查内容，并统一填写方法，并讲明问卷将采用匿名形式，解
除行政人员的顾虑。问卷的发放与回收。问卷釆用现场发放，
现场回收等形式。将相应的问卷发给相对应的人员手中，待填
写完毕后，回收。回收完毕后，将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筛选，剔
除无效问卷。 

1.3 统计分析 
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后分别进行方差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共有效调查 540 人，其中男性 267 人（49.4%），女性 273

人（50.6%），其中独生子女 368 人（68.1%），非独生子女 172
人（31.8%）。大一 185 人（34.2%），大二 123 人（22.7%），大
三 165 人（30.5%），大四 45 人（8.3%），大五 22 人（4.07%）。
家庭住址居住在城市的有 387 人（71.7%），居住在农村的有 153
人（28.3%）。 

2.2  消费用途的调查分析 
大学生消费用途率在学习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可

以看出生源地是城市的在学习上所占的比例为 4%，而女生所占
的比例为 15%。这可能也跟农村的孩子生活条件相对来说没有
城市的好，城乡差距的因素影响。 

2.3  基本情况消费特征构成差异的比较 
大学生家庭年收入在 6-10 万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P<0.05），其中男生占 41.2%，女生占 32.6.而在大于 10 万上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1.1%和 14.2%。同样在低于两万上所占的
比例则分别为 4.6%和 4.3%。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贫富差距
还是比较大。各年级在月消费超过 2000 的情况下存在明显的统
计学意义（P<0.05），大五在超过 2000 的月消费上所占比例为
9.6%而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分别为 7.9%，6.2%，6.5%，
7.7%。从中可以看出大五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这可能大五临
近毕业，外出找工作，社交，考试。等因素有关系。大学生性
别消费在信息消费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由表可以得出
男生在信息消费的比例上占 35%，在饮食消费的比例上占 20%。
这可能跟男生更加喜爱电子产品有关。同样饮食还是占有很高
的比例。而女生在衣着消费上比列比较高，这可能跟女生爱美
有关系。而在娱乐消费男生跟女生所占比例相差无几。从中可
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娱乐这方面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比较喜
欢。 

2.4  性别因素对购物情况和理财状况影响的比较 
影响大学生购物的因素情况在时尚上存在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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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男生在时尚上所占比例为 24.3%，而女生所占比例
为 11.5%。这可能跟医学院校大学生学业繁重，而女生更多时
间都花在学习上。男生的话由于性格原因更多追求外出时尚有
关。从该表也可以看出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价格上所占的比例
相差无几分别为 38%，31%。这可能跟大学生还不具备赚钱能
力 有 关 系 。 大 学 生 理 财 情 况 在 知 道 方 面 存 在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对理财仅仅停留在知道这一
层面，男生占 56%，女生占 60%。而在精通方面男生女生所占
比例都没有超过 10%。所以还是要加强大学生理财教育，开设
理财选修课程。 

表 2.7 影响大学生购物的因素 
性别 

内容 
男生 女生 

X2 P 

购物情况 质量 16.7 19.4 
 价格 38.0 31.0 
 品牌 9.4 29.6 
 时尚 24.3 11.5 

32.541 0.000 

 其他 11.6 8.5 
理财状况 精通 9.0 10.0 

 一般 28.0 25.0 
 知道 56.0 60.0 
 完全不懂 7.0 5.1 

44.790 0.000 

3  讨论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女生年收入小于 4 万占到 16.5%，

而男生 4 万到 10 万的总共占到 72.5%，男生跟女生高于 10 万
的占到 10%以上，总体而言，年收入大多数还是处于中等水平。
这也与现在社会发展相关，现在社会也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处于
中等水平，高水平收入的家庭只占少数，同样的家庭极其贫困
的也只占少数。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倡导校方增强奖学
金以及助学金的发放，另外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进行勤
工助学岗位的提供，争取让所有学生都能安心的学习，放心的
上学，不因为经济情况耽误自己的学业，争取好好学习，将来
回报社会[11] 

从 该 表 可 以 看 出 各 个 年 级 月 消 费 情 况 基 本 都 集 中 在
1000-1500。而大五的月消费情况在超过 2000 所占的比例达到
9.6%，这可能跟大五的学生临近毕业，社交多，外出面试有关
系。而在每月低于 500 的消费水平上五个年级所占比例分别为
8.3%，7.4%，7.8%，9.2%，8.6%。而大于 2000 的所占比例分
别为 7.9%，6.2%，6.5%，7.7%，9.6%。总体而言，大多数的
消费还是处于中等水平，但是还有一部分消费比较高，消费非
常低的还是存在的。这个调查结果可以结合大学生的家庭收入
情况来看，一般情况下，大学生的零花钱的数额是与家庭收入
成正比的，但是也有少数的学生通过做兼职等老赚取自己的生
活费，生活费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父母或者家庭。我们应该鼓励
自己赚取生活费的行为，但是也要注意是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
下，不能颠倒主次，学习才是首位的，在学习之余，利用课余
时间赚取一定的生活费的行为是提倡的，但是以牺牲学习去赚
取生活费，这样的行为是不建议的，也是不允许的[12]。对于这
样的一类人群，学校应该给于适当的引导，委婉的劝说，让其
把心思都放到学习上来，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要调
查清楚实际情况，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助学金等来缓解生活
压力，如果只是消费理念的问题，就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建议，
以改变其观念，为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13]。 

该项调查中的男生、女生其消费方向基本一致，主要集中
于饮食，衣着，学习，日用品，娱乐和信息等方面，但是很明
显的一个区别就是，男生在信息消费所占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女
生，分析原因主要是男生对于信息技术的热爱程度要远远高于
女生，另外，男生对于电脑，手机等的配置也要高于女生。而
女生则在衣着消费方面要远远高于男生，这主要是跟女生追求
美的思想有关，现在的女大学生除了注重自己的内在修养之外，
也很关注外表的靓丽，所以在衣着方面的消费则要高于男生[14]。 

生源地是城市的大学生有 36%左右用于伙食费，而农村的
有 35%。学习，衣物，娱乐，日用品等占了都占有 30%以上。
但是城市的在娱乐上所占的比例比农村的占的比例要高。而农
村的在学习上所占的比例比城市的要要高。可能跟城市家庭比
农村稍微要好。能更早的接触到娱乐等其他其他消费有关。但
是大学生的消费大部分是用于必须的开支，但是娱乐等也占了
很大一部分。分析该调查可知，大学生首先还是要保证正常的
生活，对于伙食费，衣物，日常用品的消费还是占了大多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衣物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如果只是为了
单纯的生活，这一部分的比例并不应该这么大，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处于青年，青春洋溢，貌美如花
的年纪，所以对于外表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表现在消费上，
就是对于衣物的消费占了很大的比例，针对这个情况，学校应
该多宣传内在美的重要性，强调内在美要比外在美重要，让更
多的大学生将关注度转移到内在美的提升上，而不是过多的关
注外表美。除此之外，娱乐这一项也占了很大的比例，现如今
的高效，请客吃饭，请客唱歌已经成了联络感情的必要手段，
这个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是一种畸形的交友方式，这种方式
的交友，是不可取的。学校应该加强对于学生的教育，让大家
从根本上认识到交友的正确方式，而不是以这种方式。另外，
这样的交友方式，人情往来会给有些学生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以及精神压力，有的大学生苦于囊中羞涩，在这样的人情往来
消费上要耗费掉许多时间和精力，有的甚至为此节衣缩食，影
响了身心健康，所以这是不可取的。另外，娱乐还包括了对于
手机的消费，目前，通讯消费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消费中开支
较大的项目，手机在大学生中越来越来越普及，相应的消费越
来越高，甚至有些同学为了攀比，这也导致了偏激的消费观念。
这些畸形的，偏激的消费观念都需要学校加强引导，给予适当
的教育，让学生们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念。 

大多数的同学对于理财都仅限于一般和知道，对于理财非
常精通的只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完全不知道的也非常少。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学生对于理财这件事，只是知道，或者说
略有了解，但是真真的着手去做的非常少，主要一部分原因是
现在可用的资金比较少，大多只能满足自己的日产生活，没有
多余的资金用于理财[15]。综上，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大学，在校
医学生在勤工俭学的比例不高，这可能跟医学院校学生学业繁
重，没有时间做兼职有关，另外，个人用于购买书籍和学习培
训的费用支出相对较少，其他研究者也有类似报道。可能是学
生注重生活消费而冷落了学习消费，也有可能是校园网络平台
提供的电子图书馆及数据库等电子文献资源比较丰富使得学生
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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