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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我国网购规模不断扩张。

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8.84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3880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82.0%。12023 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7.1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6.06 万亿元，增长 10.8%，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6.6%。2网购已然成为数字经济重要业态，在助力

消费增长中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电商平台的竞争发展来看，各家平台不断发展自身优势，头部电商平台定

位差异更加显著。例如，淘宝/天猫作为国内最大的深受欢迎的电商平台，定位

是综合性网购零售商圈；京东致力于“多、快、好、省”，是国内综合性电商平

台；拼多多作为新的电商开创者，主打消费者拼团和低价优势；唯品会则以精选

品牌、深度折扣、限时抢购为主要特色；抖音依靠其短视频和直播的流量优势，

将自身定位于消费者优价好物的首选平台；小红书是具有社交属性的分享社区，

定位在创作型内容生态全场景经营场域；快手借助私域流量所带来的用户信任，

将自身定位为信任驱动的体验型电商。 

在消费人群方面，以 00 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作为时尚追随者和流行风向标，

同时又乐于在消费中表达自我，这一消费人群蕴含着巨大消费潜力，正为消费市

场贡献贡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对于电商平台而言，目标消费人群和营销方式不断

细分，校园渠道成为关注和开拓的新一着力点。部分电商平台推出针对校园渠道

与学生群体的服务，如京东的学生认证、淘宝的大学生频道等。校园电商主要服

务于师生群体，致力于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以大学生为目标群

体的校园电商已崭露头角，未来将成为消费市场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数据来源：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首页子栏目 (cnnic.cn) 
2 数据来源：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 2023 年上半年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__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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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简介 

本次调查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定量研究是通过高校

本地生活数字化生态平台“俺来也”APP 在线推送调查问卷；定性研究是在问卷

调查所获得样本库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 

（一）问卷调查概况 

（1）调查时间：2023 年 11 月 

（2）调查方式：在线问卷调查 

（3）样本量：3238 人 

（4）调查对象：在校本科大学生（涵盖大一至大五年级） 

（5）调查范围：“俺来也”平台覆盖高校 

（二）深度访谈概况 

（1）访谈时间：2023 年 12 月 

（2）访谈方式：在线深度访谈 

（3）样本量：20 人 

（4）访谈对象：在校本科大学生 

（5）访谈范围：在问卷调查所得样本库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大学生，通

过电话沟通，获得同意后，利用腾讯会议在线进行深度访谈。 

三、样本构成 

（一）问卷调查样本构成 

问卷调查的 3238 人中男生所占比例为 41.2%，女生所占比例为 58.8%。超

过七成的受访学生年龄集中在 19 岁到 22 岁，最大年龄为 25 岁，最小年龄为

15 岁，平均年龄为 20 岁。受访学生所在年级分布上较为均衡，大四所占比例

为 19.2%，大一、大二、大三所占比例基本在 26%左右。在学科分布上，受访

学生目前就读比例最高的是工科，为 31.5%，其次是管理学、理学、经济学、

文学。生源地方面，64.9%的受访学生上大学前生活在城市地区。受访学生中

独生子女仅占三成，家中有 1 个兄弟姐妹的比例占 53.1%。 

受访学生中，目前就读于 985 或者 211 高校的占比 15%，就读其他公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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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科高校的占比 45%。42%的受访学生目前生活在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

生活在二线城市的占比 26.1%，生活在三线及四线城市的占比 31.9%。 

受访学生每月生活费所占比例最高的是 1001-1500 元，占比 37.2%，其次

是 1501-2000 元，占比 29.6%。在生活费来源方面，94.2%的受访学生表示生活

费由父母提供，另外有 24.4%的人表示生活费来源还包括奖学金/助学金。 

详细数据请参看下面图表。 

表 1  受访学生人口特征 

类目 指标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334 41.2 

女 1904 58.8 

年龄 

18 岁及以下 559 17.3 

19 岁 607 18.7 

20 岁 814 25.1 

21 岁 612 18.9 

22 岁 400 12.4 

23 岁及以上 246 7.6 

年级 

大一 795 24.6 

大二 867 26.8 

大三 902 27.9 

大四 622 19.2 

大五 52 1.6 

生源地 
城市地区 2102 64.9 

农村地区 1136 35.1 

家中兄弟姐妹

情况 

独生子女 941 29.1 

家中有 1 个兄弟姐妹 1718 53.1 

家中有 2 个兄弟姐妹 381 11.8 

家中有 3 个及以上兄弟姐

妹 
198 6.1 

 总计 32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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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受访学生所学专业所属学科（n=3238） 

 

985、211高校

15%

公办本科高校

32%

公办专科高校

13%

民办本科高校

39%

民办专科高校

1%

图 2  受访学生目前所读学校（n=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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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受访学生目前所在城市（n=3238） 

表 2  受访学生每月生活费 

每月生活费 人数（人） 百分比（%） 

500 元及以下 232 7.2 

501-1000 元 341 10.5 

1001-1500 元 1205 37.2 

1501-2000 元 960 29.6 

2001-3000 元 344 10.6 

3000 元及以上 156 4.8 

总计 3238 100 

表 3  受访学生生活费来源 

生活费来源 人数（人） 百分比（%） 

父母提供 3050 94.2 

奖学金/助学金 197 24.4 

校内勤工俭学 789 13.9 

校外兼职 450 11.6 

亲友资助 376 6.1 

其他 17 0.5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n=3238 

（二）深度访谈样本构成 

在问卷调查所得样本库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共

计 20 人。其中男生 8 人，女生 12 人。不同年级、就读不同类别学校、所在不

同城市的学生基本均有涉及。具体情况请参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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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深度访谈样本概况 

编

号 
姓氏 

性

别 

年

龄 
年级 所在学校 学校层次 

所在 

城市 
每月生活费 

01 王同学 女 20 大三 安徽中医药大学 公办本科 合肥 1001-1500 元 

02 成同学 男 21 大二 
安徽财贸职业学

院 
公办专科 合肥 501-1000 元 

03 吕同学 男 20 大二 
武昌首义学院嘉

鱼校区 
民办本科 咸宁 3001-4000 元 

04 朱同学 女 21 大三 淮北理工学院 民办本科 淮北 1501-2000 元 

05 安同学 男 21 大二 华北电力大学 211 北京 2001-3000 元 

06 阳同学 女 24 大二 
上海师范大学奉

贤校区 
公办本科 上海 501-1000 元 

07 苏同学 女 18 大一 
上海师范大学奉

贤校区 
公办本科 上海 2001-3000 元 

08 杨同学 男 18 大一 华东师范大学 985、211 上海 
8001-10000

元 

09 陈同学 女 18 大一 华中科技大学 985、211 武汉 2001-3000 元 

10 林同学 男 22 大三 浙江中医药大学 公办本科 杭州 1001-1500 元 

11 郁同学 女 21 大三 
上海电力大学临

港校区 
公办本科 上海 3001-4000 元 

12 牧同学 女 19 大二 淮北理工学院 民办本科 淮北 1501-2000 元 

13 周同学 男 21 大四 南通理工学院 民办本科 南通 2001-3000 元 

14 徐同学 女 22 大四 华中农业大学 985、211 武汉 1501-2000 元 

15 高同学 女 21 大三 河北师范大学 公办本科 石家庄 2001-3000 元 

16 唐同学 女 19 大一 
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江湾校区 
公办本科 佛山 2001-3000 元 

17 曹同学 男 21 大三 淮北理工学院 民办本科 淮北 2001-3000 元 

18 梁同学 女 23 大四 
南通理工学院海

安校区 
民办本科 南通 2001-3000 元 

19 程同学 男 19 大二 安徽中医药大学 公办本科 合肥 1001-1500 元 

20 魏同学 女 21 大三 
安徽中医药大学

少荃湖校区 
公办本科 合肥 150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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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日常购物 

00 后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深受互联网文化和新技术影响，网络

购物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消费方式。面对各类电商平台提供的差异化

服务，大学生作为信息敏感、喜欢追逐流行的青年人群，网购购物有其行为特征

和消费习惯，也是各种网购形式的积极尝试者。此外，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大部分

时间在校园中度过，徜徉在网络空间中的他们受到校园所在地空间的限制，其线

下消费有其独特形态。本次调查中，针对大学生日常购物频率、途径与购买商品

类型、购前攻略、购后评论与分享、网络直播购物与“网红产品”购买等方面进

行了询问，以期梳理出大学生日常购物的消费偏好与行为轨迹。 

一、购物频率、途径与购买商品类型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中一周至少有 1 次网络购物或者校内超市、小卖店购

物的占比均超过七成。网络购物是大学生最主要的购物方式，校内超市、小卖店

不可或缺，随遇而“逛”、应急而“购”是最主要原因。对于不同电商平台，大

学生评价各异，登录目的与电商平台的自身定位基本相对应。淘宝/天猫在大学

生中使用比例最高，可谓如影随形。其次是拼多多，是大学生寻找低价商品的不

二选择。在购买食品、新鲜水果和饮料时，线下渠道仍占有重要地位。 

（一）网络购物是最主要购物方式 

如图 1-1-1 所示，网络购物是大学生最主要购物方式，从没有过网购经历的

大学生仅占 0.6%。76.5%的大学生一周至少有 1 次网购。大学生校内超市、小卖

店购物的频率仅次于网购，70.9%的大学生一周至少去校内超市、小卖店购物 1

次。相比之下，大学生去校外商场、超市购物的频率相对较低。 

深度访谈中，询问了大学生对线上、线下购物的看法。多数受访学生认为，

线上购物比线下购物价格更优惠，更具有性价比。例如大三的王同学（女）表示：

“线上的价格应该比线下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更便宜点，因为有时候会有活动。

我会选择在 618、双 11 之类的时候买东西比较多，因为折扣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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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大学生不同渠道日常购物频率（n=3238） 

除价格因素之外，多数受访学生表示线上购物更方便，可选择的范围更大，

可以比较并选择更加合适的产品。例如大三的林同学（男）表示：“现在电商平

台很多，商家也很多，可以有很多选择，很方便去比较然后买到自己觉得最合适

的东西。”此外，还有受访学生表示线上购物可以避免“社恐”，购物更自由。

例如大一的苏同学（女）表示：“可能是我有点社恐，对于线下购物会有点抵触，

所以网上购物的话会比较方便，想要什么东西就可以直接去搜索。” 

对于校内超市、小卖店购物，大多数受访学生表示，走过路过随便逛逛和生

活用品应急是主要原因。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线下相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应急，比如说有时候我缺了一包纸，或者说我想

喝水，这个时候我才会进行线下购物。”（魏同学，女，大三） 

“我觉得是很习惯性的存在吧。比如说口渴了买瓶水，早餐买个包子，这种

就是习惯性的购买。还有一些比较急用的东西，有的时候缺个什么笔、本子，会

在学校超市或者小卖部买，因为线下肯定比线上时间快一点。”（林同学，男，

大三） 

“超市的话，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超市价格比外面的那种连锁超市价格要

稍微高一些，平常只是应急的时候会去买。比如我今天特别想吃泡面。但是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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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里面又没有了，我就会去那里买。还有酸奶，酸奶这东西保质期比较短嘛，如

果想喝的话，会选择去离宿舍最近的超市去买。”（徐同学，女，大四） 

（二）经常使用的网购平台 

1、淘宝/天猫使用比例最高 

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网购平台，多选题的合计百分比为 384.7%，

意味着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电商购物平台平均为 3-4 个。具体来看图 1-1-2，大学

生经常使用的网购平台排名中，淘宝/天猫所占比例最高，为 87.4%，之后依次

是拼多多、抖音、京东、美团、饿了么。垂直类电商中得物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海淘类电商平台中有 1.3%的大学生经常使用 Amazon 亚马逊，其他如觅蜂、

Beautynow、FARFETCH、END 则较少有人使用。 

 

图 1-1-2 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网购平台（n=3219）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对不同电商平台评价各异 

（1）淘宝/天猫使用频率最高 

深度访谈中进一步询问了大学生对不同电商平台的评价。淘宝/天猫在大学

生中使用频率最高。例如大二的程同学（男）表示：“淘宝我用的最多，是我最

先开始用的平台，对它比较熟悉。比如说一些日用品，我的洗发水、沐浴露什么



10 

的要用完了，还能撑一两个礼拜的话，我就会去淘宝上看看。还有可能会去淘宝

上随便逛一逛，发现有一些零食什么的，我比较感兴趣，它又正好在打折，我就

进去看看。” 

（2）在拼多多上寻找低价商品 

拼多多是大学生寻找低价商品的重要渠道。受访学生表示，通常会在拼多多

购买一些本身价值不高的日常消耗品。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拼多多上我主要是买一些零食或者是水果之类的。拼多多是我的零食库、

水果库，是我月底没钱时候的衣食父母。”（成同学，男，大二） 

“拼多多的话，我一般会去买一些小饰品和小东西，那些价格不太高的东西。

比如说像什么头饰，然后那些夹子还有反正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文具那些。”（陈

同学，女，大一） 

“拼多多会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比如我跟淘宝对比了之后发现拼多多同

样的东西会更便宜，就会选择在拼多多上面买，有一些零食买的多的话也会在拼

多多上面买，因为它更有性价比。”（徐同学，女，大四） 

（3）在抖音上刷视频同时购物 

受访学生表示，在抖音上刷视频的同时会直接购买产品，也会在抖音电商直

播中购买一些日常衣物、生活用品与团购优惠券。抖音视频下的用户评论成为他

们购物时的参考。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抖音的话，就是因为会经常刷到那些广告之类的，就会点进去看，也会经

常刷到一些直播间，然后进去看，会在里面买衣服或者是一些零食之类的。”（王

同学，女，大三） 

“抖音会有一些广告来推给我吧。然后我看这个广告中可能零食吃的比较好

吃，东西比较好用，或者是比较实用一些的生活用品，主要买这些东西。而且抖

音看他们的视频底下评论，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使用评价。”（成同学，男，大

二） 

“抖音上面我买过最多的是蜜雪冰城的饮品团购，首先价格方面是比较吸引

我的，因为它的抖音会出现在商城的首页，会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本地的一些视

频，会有一个链接。然后你点进去它就会有一个活动，或者是优惠券发到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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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号上面，所以我觉得在抖音购买的话会比线下更实惠一点。”（朱同学，女，

大三） 

（4）购买电子产品京东是首选 

当需要购买电子产品或是一些价格偏高、比较贵重的产品，受访学生表示会

选择在京东平台购物，“物流快”“品质好”是大学生对京东平台的印象。以下

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京东会买大件，比如电脑，跟电子产品有关的会选择京东。”（牧同学，

女，大二） 

“京东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送东西应该比较快。要买一些有一点点急用的东西

的话，可能会选择京东，但京东它东西一般都比较贵，比其他品牌要贵不少。比

如说电脑鼠标的话。我电脑鼠标它已经坏了，我又不想去外面买，这段时间我可

以先用我电脑的触控板，但我电脑的触控板我又不是很熟悉，我就可能要去京东

上买，那它可能第二天就会到。”（程同学，男，大二） 

（5）点外卖、团购优惠券用美团、饿了么 

美团、饿了么是目前较大规模的在线外卖平台，受访学生表示日常使用美团、

饿了么主要是为了点外卖，其次是被商家的营销活动与优惠券吸引，在外出就餐

时购买团购优惠券。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美团、饿了么就点外卖这种，我一般美团用的比较多，就是买一些吃的喝

的零食，然后每个星期也会在美团上面买水果。”（高同学，女，大三） 

“美团和饿了么。主要点外卖比较多用这两个软件，还有平常和朋友出去吃

饭的时候会用美团，团店里的套餐的优惠券，比线下去店里点会更便宜一些，而

且我还是饿了么的会员，用它点外卖会比较多。”（徐同学，女，大四） 

（6）海淘类电商平台较少使用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使用海淘类电商平台的比例非常低。深度访谈

中进一步询问了原因。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我用过亚马逊，之前我高中时候比较喜欢买鞋子，在国内的一些平台不太

能找到，就会选择用这些（海淘类电商平台）。后面没有在用了。我有特定的需

求才会在里面去搜索，平常的话我就用淘宝这些就够了。”（陈同学，女，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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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我知道，但不了解，暂时应该不会在上面购物。想买的东西应该用

国内的平台都能买到，没有必须要在那里面买。”（吕同学，男，大二） 

（三）网购平台登录目的与购买商品 

1、网购平台登录目的与其自身定位基本契合 

表 1-1-1 显示了大学生登录不同网购平台的目的。大学生登录淘宝/天猫、京

东、拼多多的目的排名前三位的均为浏览、查找、购买商品。从合计百分比来看，

大学生登录拼多多的目的平均在 3 个以上。拼多多以其拼单优惠的特点使大学生

的登录目的更为多样化，除拼单购买商品外，还有“帮朋友助力”（21.0%）和

“发起拼单”（18.2%）等有别于其他网购平台的登录目的。 

对于抖音、小红书、美团，大学生登录目的仍以该平台基本定位为主，在抖

音看视频的比例最高，为 86.9%；登录小红书浏览笔记或视频的占比 79.3%；在

美团点外卖的占比 82.2%。 

表 1-1-1  大学生不同网购平台登录目的（单位：%） 

类目 淘宝/天猫 京东 类目 拼多多 

合计百分比 251.8 228.3 合计百分比 313.3 

浏览商品 79.3 73.8 浏览商品 76.3 

查找商品 64.1 62.2 查找商品 66.5 

购物商品 61.6 58.6 拼单购买商品 42.2 

看商品评论 30.7 17.5 看商品评论 37.0 

观看直播 10.2 9.4 免拼购买商品 28.9 

写商品评论 5.6 6.3 帮朋友助力 21.0 

其他 0.3 0.6 发起拼单 18.2 

总样本 3122 2565 写商品评论 14.1 

   看多多视频 9.0 

   总样本 2917 

续前表 

类目 抖音 类目 小红书 类目 美团 

合计百分比 184.3 合计百分比 171.3 合计百分比 192.5 

看视频 86.9 浏览笔记或视频 79.3 点外卖 82.2 

抖音商城购买商品 27.5 看评论 27.9 参加团购 38.3 

看直播，并下单 21.0 发表笔记或视频 20.6 订酒店 22.4 

看直播，不下单 19.2 商城购买商品 18.9 扫码使用共享单车 18.1 

抖音商城搜索商品 15.5 商城搜索商品 16.5 直接购物 16.7 

发表视频 13.8 写评论 7.8 美团打车 8.0 

其他 0.3 其他 0.3 用美团跑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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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抖音 类目 小红书 类目 美团 

总样本 2741 总样本 2107 其他 0.5 

    总样本 2860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在不同平台购买的商品类型有所差别 

表 1-1-2 显示了大学生在不同网购平台经常购买的商品。从合计百分比来看，

大学生在淘宝/天猫购买商品的种类最多，平均超过 4 种。具体来看，大学生在

淘宝/天猫购买护肤品、化妆品、学习用品、日常洗护用品、日常清洁用品、生

活用品、服装鞋帽、饰品发夹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平台。大学生在京东购买手机、

电脑等 3C 产品及配件的比例最高，在拼多多购买酒饮的比例最高。像学习用品、

洗护清洁、生活用品、饰品发夹，大学生在拼多多购买的比例仅低于淘宝/天猫。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食品、新鲜水果、饮料，大学生在线下购买的比例均高

于线上购买。网购平台中，大学生在淘宝/天猫和拼多多购买食品的比例相对较

高，在拼多多购买新鲜水果和饮料的比例高于其他网购平台。对于抖音和小红书，

尽管大学生也会购买商品，但各类商品占比并不高。大学生在抖音购买服装鞋帽

的比例、在小红书购买化妆品的比例低于淘宝/天猫，高于拼多多和京东。 

表 1-1-2  大学生在不同网购平台常购的商品类型（单位：%） 

商品类别 
淘宝/

天猫 
京东 

拼多

多 
抖音 

小红

书 

线下

购物 

合计百分比 472.8 304.9 372.4 272.2 233.1 285.9 

食品类（如奶制品、饼干、零食等） 65.8 44.8 67.6 55.5 32.9 69.6 

新鲜水果 20.8 20.5 29.4 17.9 19.4 51.1 

饮料类（如碳酸饮料、包装水、果汁等） 27.9 27.0 34.9 25.8 22.8 50.6 

酒饮类（含果味酒、含酒饮料等） 9.2 12.2 14.5 11.2 14.1 13.9 

护肤品类（如水、乳、霜、洁面等） 43.6 23.2 18.8 21.1 22.3 7.6 

化妆品类（如口红、眼影、眉笔等） 36.1 18.2 17.1 21.6 22.6 5.6 

手机、电脑等 3C 产品及配件 22.5 46.9 10.8 8.3 7.6 5.2 

学习用品、文具、书籍、各种辅导资料 38.8 21.9 34.6 13.8 13.0 17.3 

日常洗护类（如洗发水、沐浴液等） 39.7 16.1 24.8 15.5 10.4 11.4 

日常清洁类（如洗衣粉、肥皂等） 28.9 13.1 23.9 12.4 7.8 11.8 

生活用品（如纸巾、卫生纸等） 43.7 18.7 38.1 21.1 13.1 18.0 

服装鞋帽类 48.4 17.5 20.2 23.9 19.6 6.1 

饰品、发夹类 26.1 8.3 24.0 14.4 17.0 5.3 

运动器械 6.8 6.1 4.8 2.9 4.1 2.1 

药品、保健品 9.0 7.5 4.5 2.9 3.3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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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类别 
淘宝/

天猫 
京东 

拼多

多 
抖音 

小红

书 

线下

购物 

各类票务、会员 4.9 2.7 3.8 3.6 2.8 2.0 

其他 0.5 0.3 0.5 0.3 0.3 0.2 

总样本 3098 2501 2865 2418 1379 3167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四）大学生对“俺来也”平台使用情况 

俺来也（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致力于成为数字校

园全生态服务平台，旗下综合业务覆盖全国 500+所大学，本地生活校企合作范

畴覆盖全国近 160 所大学。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对“俺来也”平台的使用情况。

需要注明的是，本次问卷调查在“俺来也”平台投放问卷，填写问卷的受访者大

多数为“俺来也”平台用户。 

1、使用频率较高 

如图 1-1-3 所示，在 3238 名受访者中，仅有 4.5%的人没有使用过“俺来也”。

16.3%的人每周使用频率在 10 次以上。30%的人每周使用频率在 5-10 次之间。

可见，在进驻的高校中，大学生使用“俺来也”的频率较高。 

24.8 24.3

17.1

12.9

6.1

10.2

4.5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1-2次 3-4次 5-6次 7-10次 11-14次 15次及以上 不使用

%

 

图 1-1-3 大学生俺来也 APP 每周使用频率（n=3238） 

2、使用时间与场景 

深度访谈中，询问了受访学生平时使用“俺来也”的时间。大学生表示根据

需要随时打开，如中午或晚上需要点餐的时候，需要购买零食、水果的时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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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在“俺来也”平台做兼职时，会打开“俺来也”。 

对于使用场景，如图 1-1-4 所示，分别有超过六成的人表示天气太冷/太热不

想出门、不想排队时就会使用“俺来也”。平台优惠以及没时间去食堂也是主要

原因。 

 
图 1-1-4 大学生俺来也 APP 的使用场景（n=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3、点外卖是主要使用目的 

深度访谈中进一步询问了受访学生使用“俺来也”的目的。大学生表示最主

要是点外卖。还有大学生表示比较关注“俺来也”的优惠活动，比如攒积分兑换

商品等。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最开始是在 QQ 群，然后还有寝室门口的传单，说外卖可以送到寝室楼下。

因为那时候疫情，大家都不让出门，就只能用俺来也。后来发现确实挺方便的，

可以送到寝室楼下。他每个月 27 号还能满八减五块三，还有这个活动，每次吃

完饭如果消费超过十块就可以参与抽奖，觉得真挺好的。”（魏同学，女，大三） 

“更多在俺来也上自提。有时候下课堂食的人会比较多，然后提前在俺来也

上自提预定好，下课就可以直接去打包回去。”（梁同学，女，大四） 

“主要是用来点外卖，或者是上面有个积分商城。每天可以攒一些积分，然

后免费兑换一些东西。”（成同学，男，大二） 

另外，“俺来也”上有一些兼职、比赛信息也会引起大学生关注。例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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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陈同学（女）表示：“好像有大学生设计还是创造的一个活动，我平常会去

看。好像也可以在上面找工作，我自己没有去真正的实践过，就只是看到而已。” 

4、对“俺来也”功能的建议 

深度访谈中大学生提出希望“俺来也”未来增加的功能： 

（1）外卖服务相关功能 

在外卖服务方面，受访学生提出希望平台增设与骑手、卖家的沟通功能，以

及增加外卖配送情况实时通知功能。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希望能增加可以跟商家在线沟通的功能。（俺来也）跟校外的那种外卖

APP 还是有挺大差距的。”（郁同学，女，大三） 

“外卖配送的界面可以更丰富一点，最好是知道外卖员在哪配送，大概还有

多少时间能够送达。”（梁同学，女，大四） 

“我希望它的通知即餐即达，希望配送快一点，方便一点，而且我希望它的

通知能及时一点。其他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跟普通的像美团那些外卖软件

都差不多，但是学校的这个没有路线的规划，但其实我感觉一个学校并不是很大，

路线的话可要也可不要，不需要弄得多麻烦。”（陈同学，女，大一） 

还有受访学生提到了在线评论功能。例如大一的苏同学（女）表示：“我就

是想增加一个对菜品的评价。要不然光看那照片确实很诱人，但吃下去不好吃。

如果有那个评价的话，自己点的时候也可以增加一些参考。” 

此外，还有受访学生希望增加超市点单配送服务。例如，大三的朱同学（女）

表示：“希望增加超市的功能，买零食会比较方便。” 

（2）校园信息、社交及其他功能 

有受访学生表示，希望未来平台增设与校园信息发布和社交相关的功能。例

如大三的王同学（女）表示：“比如说，往后一周学校里面会有什么活动之类的，

就是能让大家提前知道，相当于那种线上的公告，让大家都能看到。”大四的周

同学（男）表示：“增加一点类似于校园圈的（功能），大家能相互交流一下。” 

还有受访学生提到可以增加“兼职信息”或者增加“短视频服务”。 

5、对“俺来也”服务费的建议 

深度访谈中，受访学生多次提到“俺来也”的服务费，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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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说法： 

“我看是大概上午的 10:30 到下午的 1 点或者 1:30，它会有 5 毛的高峰服

务费，这令我非常讨厌。有时候我可能想着自提点一下，然后突然有高峰服务费，

可能就会打消我使用这个，因为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去付额外的五毛钱？”（梁同

学，女，大四） 

“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有活动，然后它为什么会有一个高峰服务费？而且只在

活动刚开始的前面，可能 20 多分钟会有，然后后面的人再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

候就没这个高峰服务费了。虽然也就一块钱，但之前一直不明白这是一块钱哪来

的，然后就不太理解。”（曹同学，男，大三） 

“快递一个小件取上来就得四五块钱。我的宿舍就在快递站旁边，我觉得我

花这钱没有什么必要，如果再便宜一点，我可能就让他帮我取了。因为实在是很

懒得下去，他能给送到宿舍门。还有那个外卖，配送费就得要两块钱，如果你离

食堂近的话，这两块钱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点个自提。”（苏同学，女，大一） 

此外，还有受访学生（朱同学，女，大三）提到“送餐速度特别慢，基本上

都是卡点送的，所以我点的外卖比较少，基本上都是自提。” 

（五）大学生其他网购途径 

1、二手平台购物情况 

问卷调查的 3238 名受访学生中有 48.8%的人使用过二手网购平台。具体到

使用的二手平台类型，如图 1-1-5 所示，综合类平台所占比例最高，为 60.3%，

其次是二手数码回收平台。在大学生经常使用的二手平台排名中，如图 1-1-6 所

示，闲鱼占比 75.1%，远高于其他二手平台。其次是转转，占比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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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大学生二手平台使用类型（n=158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图 1-1-6 大学生经常使用的二手平台（n=158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微信平台购物情况 

问卷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在微信平台购物情况。如图 1-1-7 所示，七成以上

大学生提到使用微信小程序购物，通过微店购物的占比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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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大学生微信平台购物情况（n=1889）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二、购前攻略与购后评论、分享 

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化程度较高，不仅绝大部分商品购买通过网络实

现，对于购物前做攻略，购物后进行评论和分享，也依赖于各种网络平台和社交

媒体。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大学生平时会在购物前做攻略，小红书、抖音

是主要途径。女生使用小红书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抖音使用上几乎没有性别差

异。八成以上大学生网购后会向他人分享商品信息，微信和口述分享是最主要的

分享途径。 

（一）半数以上大学生购物前做攻略 

如表 1-2-1 所示，3238 名受访学生中，有 52.8%的人表示在购物前会做攻略。 

表 1-2-1  大学生购前做攻略的比例 

是否做攻略 人数（人） 百分比（%） 

购物前做攻略 1711 52.8 

购物前不做攻略 1527 47.2 

总计 3238 100 

1、不同人口特征大学生购前攻略有差别 

不同人口特征大学生在购前做攻略的情况有所差别。如表 1-2-2 所示，女生

购前做攻略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随着网购频率增加，大学生购物前做攻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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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逐渐提升。 

表 1-2-2  不同人口特征大学生购前做攻略的比例 

类目 指标 人数（人） 购前做攻略（%） 购前不做攻略（%） 

性别 

男生 1334 46.9 53.1 

女生 1904 57.0 43.0 

总计 3238 52.8 47.2 

网购

频率 

一周 7 次及以上 450 56.9 43.1 

一周 3-6 次 874 55.6 44.4 

一周 1-2 次 1153 53.3 46.7 

两周 1 次 457 50.1 49.9 

一个月1次或更少 285 41.1 58.9 

总计 3219 52.8 47.2 

2、购前做攻略的常用途径 

（1）小红书、抖音是最常用的“种草”平台 

如图 1-2-1 所示，小红书是大学生最常做攻略途径，其次是抖音，占比分别

是 62.4%和 57.0%。与朋友交流做攻略有两种情况，通过微信问朋友占比 33.5%，

而与朋友面对面交流占比 22.7%。 

 

图 1-2-1 大学生购前攻略的常用途径（n=171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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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大学生平均每次登录抖音和小红书的时长 

问卷调查中，还询问了大学生平时登录抖音和小红书的时长，如图 1-2-2 所

示，大学生平均每次登录抖音的时长明显高于小红书，53.4%的人平均每次登录

抖音在 1 小时以上，而小红书的这一比例为 31.8%。 

（2）先搜索再浏览，“照搬”博主攻略 

深度访谈中进一步了解了大学生使用小红书和抖音做攻略的方法和和体验。

大学生通过搜索关键词查找相关商品攻略，浏览博主推出的购物攻略，还可以获

得各类购物券以最实惠价格“拿下”心仪商品。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现在大部分人像我的室友、同学，他们想购买一个产品之前都会在小红书

上先搜搜，就是它的口碑或者使用情况怎么样。比如说买衣服，你在小红书上就

能搜到很多穿搭，然后去进行购买，看那些博主推荐的品牌就更方便。”（梁同

学，女，大四） 

“比如说买鞋的话，我会去抖音上搜索这双鞋的好处与坏处，会看博主说的，

还有底下其他人的评论。”（吕同学，男，大二） 

“小红书和抖音，每次在双 11、618 以及各种节日之前，有些大 V博主都会

发出他们的攻略，在特定的时间点你要去抢什么券，购物车要凑什么满减，就是

可以完全照搬这个，来以最实惠的价格拿下。”（魏同学，女，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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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生更青睐小红书，抖音使用没有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大学生购前做攻略的途径有所差别。如图 1-2-3 所示，女生在做攻

略时使用小红书、通过微信问朋友或与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比例高于男生；而男生

使用 B 站、百度搜索做攻略的比例要高于女生。可以看出，社交圈子对女生购

物的影响大于男生。不同性别大学生利用抖音做攻略的差别不大。 

 
图 1-2-3 不同性别大学生购前攻略的常用途径（n=171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深度访谈中男生也提到较少使用小红书做攻略。例如，大二的成同学（男）

提到： 

“小红书不怎么用，大多数在抖音。买电脑的话会首先去抖音上搜索，我会

搜索适合大学生之类的游戏本电脑，就会有一些推荐，看一些博主的推荐。然后

再看他们的价格，然后再看定位，在评论区里面再找一下。在抖音上选择好了，

或者是觉得这两个电脑都比较好，但是不太确定，然后就去 B 站上再搜索看一下。

感觉很多问题都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来解决，感觉抖音像百度一样。” 

而女生如何使用小红书从大四徐同学（女）的表述中可见一斑。她说： 

“我平常用小红书用得非常多，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小红书就相当于我的百

度。只要干点事或者是我要买东西，我都会在上面先查一下。比如到夏天我想要

买裙子，但是我心里只是想要买裙子，并没有想好要买什么样，长的短的，还是

带花的不带花的，我就会去小红书搜索一下关键词，比如‘夏天裙子’，会有很

多博主，会有那种穿搭攻略。我会找之前自己关注的，或者是在推荐里面刷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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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跟我差不多的，点进去看（博主）一些推荐。如果有我比较喜欢的，一般发

推荐都会有店铺的名称，会再跳到淘宝找一下，看看价格是不是在自己的接受范

围之内，看一下评价，如果还可以的话就会下单。” 

3、其他信息获取途径及信任度 

（1）豆瓣、B 站、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是常用信息获取途径 

问卷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主要使用的微博功能，观看热搜排在首位，占比

75.5%。深度访谈中还进一步了解了大学生除购物信息外，其他信息获取途径。

他们表示豆瓣、B 站、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比较常用。以下是受访学生的

代表性说法： 

“平时刷视频，政治、娱乐、生活可能都会看一点，反正根据我的习惯，（平

台）会给我推一些我喜欢的东西。看 B 站看的最多。有时候可能去浏览器搜资料

的时候，热搜榜正好有我感兴趣的，可能会翻一翻，看最近有什么事情。”（程

同学，男，大二） 

“平常的话，我之前很喜欢刷微博，我喜欢看那些每天发生的热点，我之前

也比较关注娱乐圈的新闻，我就会比较喜欢微博，会选择在微博上面刷那些帖子。

抖音也算吧，抖音有很多的营销号，每天会给你推那些热点，还有抖音上面有许

多官方的新闻，它每天也会发那些。小红书上也有时事。还有微信上面的新闻，

每天都会发消息给我推荐，还有一些老师让我们关注的公众号上面，每天也会发

一些跟我们专业相关的，每天都会看这些内容。”（陈同学，女，大一） 

（2）客观看待各类信息获取途径，对官方账号信任度高 

对于各类信息获取途径的态度，半数受访学生能够客观看待，认为“旁观者

清”，网络中信息鱼龙混杂，需要自己分辨；半数受访学生会更加信任官方账号

与口碑较好、有一定粉丝基础的网络博主。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我觉得每个渠道，就是每个平台，那些信息都还是要自己去分辨，没有说

特别信任哪一个渠道的信息，就我可能会比较信任那些，它呈现出来的东西有点

专业名词在里面，然后排版也比较清晰，附带一些图片的那种信息。还有就比如

说 B站，有一些博主，他首页介绍里面会有一些标签，什么数码频道博主，等级

比较高的那种，我就会觉得比较可信。”（林同学，男，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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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信任就是官方账号，微信官方的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视频号。”

（阳同学，女，大二） 

“比较信任抖音上面官方认证的那些博主，比如说人民日报，反正是官方的。

我一般都只看已经认证的，差不多是官方已经证实的新闻。其他的我会看粉丝量，

我感觉粉丝量很多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我也会看视频的内容质量，也会看跟我

一样的普通人眼里的看法，有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很差的风评，那我就不会关

注他。我也会看推荐的东西，我用着是好的，那我就会选择继续信任。”（陈同

学，女，大一） 

（二）购后评论与分享 

1、购后评论比例与内容 

如表 1-2-3 和表 1-2-4 所示，在有网购经历的 3219 位受访学生中，有 39.3%

的人表示在网上购买商品后会发表评论。女生发表购后评论的比例高于男生，网

购频率为一周 7 次及以上的大学生购后发表评论的比例最高。 

表 1-2-3  大学生购后评论的比例 

是否评论 人数（人） 百分比（%） 

购后评论 1271 39.3 

购后不评论 1948 60.2 

总计 3219 100 

表 1-2-4  不同特征大学生购后评论的比例 

类目 指标 人数（人） 购后评论（%） 购后不评论（%） 

性别 

男生 1325 35.8 64.2 

女生 1894 42.0 58.0 

总计 3219 39.5 60.5 

网购频率 

一周 7 次及以上 450 52.9 47.1 

一周 3-6 次 874 45.0 55.0 

一周 1-2 次 1153 37.2 62.8 

两周 1 次 457 33.0 67.0 

一个月 1 次或更少 285 21.1 78.9 

总计 3219 39.5 60.5 

图 1-2-4 显示了大学生购后评论内容，可见，对所购商品的评论最高，为

87.8%，之后依次是商品使用体验、卖家态度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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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大学生网购后评论内容（n=127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购后分享内容与途径 

问卷调查中有网购经历的 3219 位大学生中，有 85.5%的学生表示购物后会

与他人分享商品信息。如图 1-2-5 所示，有 72.5%的人购物后会分享商品使用感

受，其次是分享商品链接和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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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大学生网购后分享内容（n=2752）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图 1-2-6 显示了大学生购后分享的途径，微信和口述分享给身边的人所占比

例最高，分别占 75%左右。其次是抖音、淘宝、小红书、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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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大学生网购后分享途径（n=2750）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三、网络直播购物与“网红产品”购买 

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大学生收看过网络购物直播，其中又有八成在直播间

购买过商品。各类直播平台中，抖音在大学生中最为常用。有三成大学生购买过

“网红产品”，食品、化妆品、护肤品是排名前三的所购商品类型。 

（一）网络直播购物 

1、收看平台与收看时长 

如表 1-3-1 所示，3238 位受访学生中，有六成表示收看过网络直播购物。图

1-3-1 显示了大学生经常收看的网络直播购物平台中，抖音占比最高，为 80.6%，

远高于其他网络直播平台。图 1-3-2 显示了不同性别大学生观看网络直播购物平

台情况，可见，女生观看抖音直播、淘宝直播、和小红书直播的比例高于男生，

而男生观看京东直播的比例高于女生。 

表 1-3-1  大学生收看网络购物直播的比例 

是否看过 人数（人） 百分比（%） 

看过网购直播 1951 60.3 

没看过网购直播 1287 39.7 

总计 32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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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大学生经常观看的网络直播购物平台（n=195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图 1-3-2 不同性别大学生经常观看的网络直播购物平台（n=195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收看时长与收看习惯 

图 1-3-3 显示了大学生每次在网络直播间收看时长，42.4%的人表示每次收

看时长在 10 分钟以内，占比最高。收看时长在半小时以上的占比 10.9%。利用

组中值计算平均收看时长，总体均值为 16.8 分钟，男生平均值为 16.4 分钟，女

生为 17.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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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大学生每次在网络直播间收看的时长（n=1951） 

在收看习惯上，如图 1-3-4 所示，接近七成受访学生表示“手机刷到就进去

看看”，占比远高于其他情境。 

 

图 1-3-4 大学生收看网络购物直播的习惯（n=195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深度访谈中请大学生详细描述了进入网络直播间的习惯，呈现出以下特点： 

（1）具有较强随机性，特定直播间粘性低 

在问及“是否有固定观看的网络直播间或喜欢的主播”时，很多受访学生表

示在观看网络直播间具有较强的随机性，特定直播间粘性较低，基本没有固定收

看的直播间和主播。进入直播间的方式大多是“随机刷到”，或在购物节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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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较大的时段随机进入。在观看过程中，在特定直播间持续收看时间较短，切

换直播间的频率较高。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有时候会直接点开，有时候推送我感兴趣的话我就会点开。我都是不固定

的，双 11 什么的，我就是刷到的话会看一下或者一个直播间看一下，换一个直

播间看一下。”（吕同学，男，大三） 

“一般不会刻意去看网络直播购物，正好刷到，可能这个东西也是我比较感

兴趣的，可能会偶尔点进去看一下。”（阳同学，女，大二） 

（2）直播风格特色和亮点是吸引进入的契机 

大部分受访学生表示，影响他们进入某一直播间的重要原因是直播内容有吸

引力。大学生对直播间风格的偏好有所差别。有的喜欢热闹、带有娱乐氛围的风

格；有的则更青睐专注介绍产品细节的安静直播间。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

法： 

“还有那种很奇葩的，你点进之前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好奇就会点进去，

但不会停留特别久就会退出来。他们有的直播间为了博眼球会做一些，怎么说呢，

之前我好像点进去过装扮成民国那种时期的人，他们在直播，我会好奇点进去看

一下，觉得也就那样，就又退出来。”（徐同学，女，大四） 

“我平常有点无聊的时候逛到了直播间，我感觉那个人讲话比较特别，还有

就是他们的评论感觉很有趣，或者是他卖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新奇，我就会点进

去看一下。”（陈同学，女，大一） 

“抖音会有那种带货的直播间在首页推送，我有的时候刷到了会点进去看一

下，但我不会看很久，因为我不太喜欢听那些主播就是大喊大叫做宣传，而且他

们会反复说一些宣传语，我觉得没啥意思。”（林同学，男，大三） 

“主要还是太嘈杂，而且感觉主播经常会演戏，假装这个产品怎样？没有了

怎样，就给你营造一种产品很热销的感觉。正常安安静静介绍产品就行，就不要

像那种乱七八糟就一直大喊大叫的。”（梁同学，女，大四） 

（3）搜索进入时，受“品牌背书”和“人气度”影响 

当有明确的购物需求时，大学生会通过搜索进入直播间，选择要进入的直播

间时，“品牌背书”和“人气度高”是他们主要考量维度。例如大二的成同学（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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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需要的话就会直接进行品牌搜索，不知道品牌的话就随便搜索一个，

然后点进去看看直播间人数，人数比较多就在里面买。” 

3、直播间购物习惯与购买原因 

如表 1-3-2 和表 1-3-3 所示，在收看过网络直播购物的 1951 位受访学生中，

有 81.2%的人表示在直播间购买过商品。女生在直播间购买过商品的比例为

85.2%，明显高于男生。 

表 1-3-2 大学生在直播间购买过商品的比例 

是否购买过 人数（人） 百分比（%） 

在直播间购买过商品 1584 81.2 

没有在直播间购买过商品 367 18.8 

总计 1951 100 

表 1-3-3 不同性别大学生有直播间购物经历的比例 

性别 人数（人） 有直播购物经历（%） 没有直播购物经历（%） 

男生 681 73.7 26.3 

女生 1270 85.2 14.8 

总计 1951 81.2 18.8 

问卷调查中进一步询问了受访学生在直播间购物的习惯。表 1-3-4 和表 1-3-5

显示，在有过购买经历的 1584 名受访学生中，“本来没有购物打算，看了直播

才购物”的人占比 55.4%。超过半数的男生在直播前就有购物打算，占比明显高

于女生，而女生中有六成是本来没有购物打算，看了直播才购物。 

表 1-3-4 大学生直播间购物习惯 

购物习惯 人数（人） 百分比（%） 

在直播前就有购物打算 706 44.6 

本来没有购物打算，看了直播才购物 878 55.4 

总计 1584 100 

表 1-3-5 不同性别学生直播间购物习惯 

性别 人数（人） 在直播前就有购物打算（%） 
本来没有购物打算，看了直播

才购物（%） 

男生 502 54.2 45.8 

女生 1082 40.1 59.9 

总计 1584 44.6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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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中询问了受访学生在直播间购物的原因： 

（1）价格优惠是最直接诱因 

受访学生表示他们在直播间直接下单的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零食、服饰、

化妆品等，这些商品的优惠力度较大，直播间价格普遍低于市面平均价位。例如，

大二的程同学（男）表示：“购买过吃的和餐巾纸，都是一些不贵的东西。”再

如，大二的牧同学（女）表示：“购买过那种一分钱抢的活动，抢到过几次，还

有一些就是袜子、帽子，也在抖音买过偏向于零食这类。”大一的唐同学（女）

也表示：“原来就有需要的东西，看到它优惠去买，不太会乱买一些东西。”大

三的魏同学（女）认为：“挺方便，而且价格也很划算，可以直观展示一个商品，

对我们不太愿意出门逛街的人来说还是挺好的。” 

（2）基于自身需求和以往购物经验 

大部分受访学生表示不会受到网络直播间氛围的影响而进行冲动消费。他们

观看直播间的动机主要是自身需求，或是在已有线下购买经历的基础上，再次选

择通过直播间进行购物。例如，大一的陈同学（女）表示：“之前在淘宝直播看

到李佳琦推荐，我也没有点进去看。我现在不会买推荐的，我只会买我自己需要

的东西。”大二的阳同学（女）表示：“我就是之前这些东西线下购买过，然后

这次是为了方便，就在直播间里买，感觉产品是差不多的。” 

4、对网络直播购物的态度 

大学生对于网络直播购物的态度在深度访谈中有了更为详细的阐述： 

（1）将直播间作为信息获取渠道 

有受访学生表示实际上并不在直播间下单，而是将其当作快速获取商品信息

的渠道，随后再选择售后服务较好或是性价比更高的购物平台进行购买。以下是

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主要是收集信息，但我不会在直播间下单。”（吕同学，男，大三） 

“像一些衣服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直播间看一下，然后告诉主播链接给我

看一下上身是怎样一个效果，然后让主播上身给我穿一下，然后我可能再到（品

牌）的一个平台，买这个衣服，但不一定是在直播间购买。大部分的话还是在淘

宝。”（曹同学，男，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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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看直播可能会抑制购买欲望 

并非所有受访学生都乐于尝试直播购物。有的学生表示有特定购物需求时，

更倾向于直接在购物平台上下单，观看直播的耗时和过于繁琐的购物流程（如交

付定金、抢券等）反而会抑制购物欲望。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如果是购物类（直播）的话，我可能最多看 10 分钟。对这种购物类的不

是特别感兴趣。我比较偏向看中的产品直接买，不太会去看直播间推荐。”（梁

同学，女，大四） 

“可能会看一眼直播，看看有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在直播间买过。因为我

觉得太麻烦了，还得去看什么时候那个商品上架，可能还要付定金，还要抢什么

券之类的，我觉得很麻烦，买东西就买一下就好了。除非是买那种价值偏高的电

子产品要可能要慎重一下，像平常的东西，我觉得其实也无所谓，也差不到哪里

去吧，就不会为了买什么东西特地去看直播然后在直播间里买，有需要就直接买

了。”（林同学，男，大三） 

（3）警惕直播间虚假宣传 

深度访谈中有部分受访学生认为，当购买到与直播间描述不符的商品时，将

会影响他们后续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直播里的主播可能会故意把产品的作用放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没有

介绍的那么夸张，可能会被骗，还是得自己多看看，自己去辨别这个东西到底怎

么样。”（苏同学，女，大一） 

“有时候有一些买的东西不会达到我的预期，他自己介绍的有多么好，然后

买到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感觉他描述的不属实，就不太会看这个博主推荐。”

（吕同学，男，大三） 

“有一件衣服我买完之后就降价了，我就有点生气，但是客服也不给你退差

价。直播的价格确实是比平时要低很多，但买回来之后它主页的价格就又降价了，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很多人以低价购买，我就拿截图去询问客服。结果他就没有

说要退的意思。因为价格好像是很短的时间段里会突然降价，别人看到了就能够

低价买到，后面价格又调回来了，他就会说主页的价格并没有降价。现在对这个

品牌已经有点讨厌了。”（朱同学，女，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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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直播间就是卖衣服的，会用那种样品和跟你发出来的不一样的东西

给你展示，就是眼见不一定为实，这是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唐同学，女，

大一） 

（二）“网红产品”购买 

1、“网红产品”购买经历 

（1）三成大学生购买过网红产品 

“网红产品”是指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的商品。网红产

品往往借新媒体平台快速传播，容易引发话题、形成讨论，具有一定流行性。如

表 1-3-6 所示，有三成大学生表示有过网红产品购买经历。 

表 1-3-6  大学生网红产品购买经历 

是否买过 人数（人） 百分比（%） 

购买过 1034 31.9 

未购买过 2204 68.1 

总计 3238 100 

（2）不同人口特征大学生购买网红产品有差别 

如表 1-3-7 所示，女生购买过网红产品的比例高于男生；大一年级学生购买

过网红产品的比例最高；月生活费在 1501 元及以上的大学生购买过网红产品的

比例相对较高；网购频率为一周至少三次以上的大学生购买过网红产品的比例相

对较高。 

表 1-3-7 不同特征的大学生网红产品购买经历（%） 

类目 指标 人数（人） 购买过（%） 未购买过（%） 

性别 

男生 1334 25.9 74.1 

女生 1904 36.2 63.8 

总计 3238 31.9 68.1 

年级 

大一 795 37.0 63.0 

大二 867 30.6 69.4 

大三 902 31.2 68.8 

大四 622 28.8 71.2 

大五 52 28.8 71.2 

总计 3238 31.9 68.1 

月生

活费 

1000 元及以下 573 30.4 69.6 

1001-1500 元 1205 28.6 71.4 

1501-2000 元 960 33.6 66.4 

2001 元及以上 500 38.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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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指标 人数（人） 购买过（%） 未购买过（%） 

总计 3238 31.9 68.1 

网购

频率 

一周 7 次及以上 450 43.3 56.7 

一周 3-6 次 874 36.4 63.6 

一周 1-2 次 1153 31.7 68.3 

两周 1 次 457 23.2 76.8 

一个月 1 次或更少 285 16.8 83.2 

总计 3219 32.1 67.9 

2、购买网红产品的类型 

（1）食品、化妆品、护肤品是经常购买类型 

图 1-3-5 显示了大学生购买的网红产品类型。可以看出，食品类所占比例最

高，为 49.6%，其次是化妆品和护肤品。 

 
图 1-3-5 大学生购买网红产品的类型（n=1034）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深度访谈中进一步询问了大学生购买网红产品的具体情况。结果发现，女生

喜爱购买的网红产品类型中，化妆品、护肤品较为常见；男生则更倾向购买运动

器材类的网红产品，此外，他们也乐于购买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网红产品，并将

其作为礼物送给女朋友，尽管这类产品的实用价值并不高。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

表性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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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过基本上是化妆品，护肤品之类的。护肤品的话有个洗护产品叫德妃

紫苏洗面奶的，还有水乳。还有珀莱雅双抗精华，还买过香蕉粉饼，还有 KIKO

的粉饼，还有方里的粉饼，我都买过。”（朱同学，女，大三） 

“有买过化妆品，就是营销的很火吧，感觉人手都有一只，但实际上不是很

好看的东西。”（唐同学，女，大一） 

“之前就是女朋友看到别人发那个什么草莓挞，还有什么截一些那种好吃

的，她想让我买，是网红产品，都是到线下去买，还有前一段时间比较红一点的

那种，什么会吐气泡的，一个小鸡还可以按一下，然后它吐气泡那种。然后也有

是在购物平台购买过。然后像运动器材的话，其实也就是随便买，就是像那种做

俯卧撑的一些器材，它可能是地上有格子的，可以跟调你的一个间距，那种也算

是网红产品，也有购买。像男生一般的话都不会去刷那些东西，应该是女生，就

是女生刷到了肯定会给我分享，然后再去买。”（曹同学，男，大三） 

（2）受 KOL 影响，跟风购买营养保健品 

部分受访学生在访谈中表示容易受 KOL 影响，跟风购买营养保健品，就是

想尝试一下是否如宣传那样好用。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买过药品，那些补充营养的，叫什么西酶。反正就是提高新陈代谢的，还

有那个鱼肝油，因为我之前压力比较大，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头发的营养也不是

很好，我就买了很多补充营养的产品，就是网络上推的。还有那些涂的，就比如

说米洛蒂尔，就是之前头发生长状况不太好。还有就是美妆产品，隔一段时间那

些美妆博主就会推荐，比较火的那些产品。反正就差不多美妆，还有补充营养类

的食品。还有网络上说很好吃的食品，那些巧克力，我都去尝试过。”（陈同学，

女，大一） 

“抖音上刷一个视频刷到的，他说桑葚枸杞茶可以养生，但是首先说明我不

虚，我只是想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养生之类的。抖音上当时挺火的，当时不少人

点赞，几万人点赞，然后看视频里面的人喝好像挺好喝的，我就买一个尝尝。结

果发现一点味道都没有，还有点苦。”（成同学，男，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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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网红产品的态度 

（1）能受多人追捧必然有其优势，好奇心驱动尝试 

大学生在谈及网红产品时表示，既然网红产品能受多人追捧，必然有其独特

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众多消费者检验。同时，受到好奇心与从众心理影响，

他们也热衷于尝试不同类型网红产品，特别是对于高人气博主的推荐，普遍表现

出较高的购物意愿。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你可能会被这个流行趋势所迷惑然后去买它，可能会忽略它本身的缺点。

然后就买到一些比较没用的东西。但是，这么多人都推荐，肯定有他的道理，有

可能它确实是很好用的。还是有利有弊，要自己去判断。”（苏同学，女，大一） 

“网红产品我觉得它能打出来，不管是触感或者味道，它肯定是有过一些优

势的。大家都说好用我也想尝试一下。”（牧同学，女，大二） 

“我觉得网红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它受到这么多关注，它

肯定还是有优点，虽然可能并不如我期待值那么高，但是它还是有一定性价比，

这么多人喜欢，肯定是还可以的，不会太差。”（徐同学，女，大四） 

“网上很多人推荐，商家也说了一句不好用把头砍下来，我实在是想看它到

底好不好用。”（成同学，男，大二）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新奇一点的东西。挺正常的吧，就是人毕竟都有好

奇心想买过来试一试。”（周同学，男，大四） 

（2）对过度营销有抵触，对流行理性看待 

访谈中，也有受访学生对于网红产品持有客观理性的态度，甚至比一般商品

购买决策时表现得更加谨慎与理性。对于一些过度营销和吹捧的网红产品，尤其

是不符合宣传功效的劣质产品表现出抵制心理。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我以前买过，但我没什么印象了。我现在都是持那种观望的态度，因为我

现在越来越觉得网络上面的跟风都是一阵一阵的，一开始他会找很多的博主给他

们打钱做广告，但其实它的好用程度并不是像博主的广告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

博主是为了拿钱，所以才会讲那些好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买了的网

友就开始反水，说这些其实并不是真的好用，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差评。所以我会

选择很长一段时间，观望之后，再选择去买不买。我不会在那些网红产品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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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就去买，就不会在很多人推荐很多人跟风去买的时候买，我会让它沉淀一

段时间，如果不好的话肯定就被淘汰掉了，如果它能站得住脚的话，那肯定有它

值得信任的地方，有它好用的地方，那我肯定可能还是会选择。”（王同学，女，

大三） 

“比如说 B站最近有很多这种广告，什么洗发水，什么护肝片什么的，就狂

轰乱炸，让你有一种这个东西好像火的假象。他又把评论区给控制住了，你看到

的都是那些水军刷出来的评论，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好像很好。但你一看他们这个

评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号等级也普遍比较低，你就会怀疑这是不是机器人在刷，

就有一种假象。”（程同学，男，大二） 

 

第二部分  商品消费 

大学生日常消费以食品、生活用品为主。问卷调查着重询问了大学生对生活

用纸、奶制品、零食、饮料、果味酒饮、护肤品、化妆品的消费情况。针对大学

生经常购买的商品类型、品牌、购买渠道和购买时考虑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以期

了解大学生商品消费中的行为特点和心理偏好。 

一、生活用纸 

（一）经常购买的类型与品牌 

如图 2-1-1 所示，购买过生活用纸的 2974 位受访学生中，74.4%的人经常购

买抽纸，占比最高，其次卷纸。大学生经常购买洗脸巾/绵柔巾、手帕纸、湿巾

的比例相差不多。 

图 2-1-2 显示了大学生经常购买的生活用纸品牌排名，心相印、维达和清风

位居前三，占比分别为 55.8%、54.1%和 49.2%。图 2-1-3 是不同性别大学生经常

购买的生活用纸品牌。比较而言，女生购买维达、洁柔、得宝和植护的比例明显

高于男生。对于心相印和清风，不同性别学生经常购买的比例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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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生活用纸类型（n=2974）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图 2-1-2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生活用纸品牌（n=2973）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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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不同性别大学生经常购买的生活用纸品牌（n=2973）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二）购买时考虑因素与购买渠道 

如图 2-1-4 所示，大学生购买生活用纸时首要考虑的是质量和价格，占比分

别是 78.8%和 77.5%，远远高于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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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大学生购买生活用纸时的考虑因素（n=2973）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表 2-1-1 显示了大学生经常购买生活用纸的渠道，淘宝/天猫所占比例最高，

其次是拼多多。这与前面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网购平台中淘宝/天猫、拼多多排在

前两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线下小型超市、便利店在大学生经常购买生活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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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渠道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相比之下，大学生利用俺来也购买生活用纸的比例虽

然仅有 2.6%，但与饿了么、淘鲜达、快手这样的大型线上平台占比相差不多，

校园生活平台在大学生购物渠道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表 2-1-1  大学生经常购买生活用纸的渠道 

购买渠道 人次（人） 
百分比

（%） 
购买渠道 

人次

（人） 

百分比

（%） 

淘宝/天猫 1678 56.4 盒马 161 5.4 

拼多多 1259 42.3 山姆 147 4.9 

京东（含京东到家） 683 23.0 快手 110 3.7 

抖音 491 16.5 淘鲜达 96 3.2 

小型超市 453 15.2 饿了么 89 3.0 

便利店 417 14.0 校园生活平台（俺来也） 77 2.6 

小红书 313 10.5 
品牌小程序、公众号、

视频号、直播间等 
65 2.2 

线下大卖场、大型

连锁超市 
307 10.3 其他电商平台 4 0.1 

美团（含美团外卖） 214 7.2 其他线下店铺 4 0.1 

个体经营小卖店 187 6.3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n=2974 

二、奶制品 

（一）经常购买的类型与品牌 

针对奶制品消费，如图 2-2-1 所示，购买奶制品过的大学生经常购买常温牛

奶的比例最高，为 63.7%。其后是常温酸奶，占比 32.4%。这与大学生生活环境

中没有冰箱等冷藏设备有关。大学生经常购买低温酸奶（需冷藏）、低温牛奶（需

冷藏）、乳酸菌饮料的比例相差不多，而植物奶、含乳饮料、巧克力奶等购买比

例相对较低。 

图 2-2-2 显示了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奶制品品牌。伊利和蒙牛排在前两位，所

占比例分别为 68.4%和 64.9%，远远高于其他品牌，其后是光明、君乐宝，分别

占比 32.7%和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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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奶制品类型（n=2574）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图 2-2-2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奶制品品牌（n=2572）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二）购买时考虑因素 

大学生购买奶制品的考虑因素如图 2-2-3 所示，价格和质量仍然排名前两位，

分别占比 68.4%和 67.0%，明显高于其他因素。营养成分、口味/口感、生产日期

/保质期也是大学生相对比较关注的方面。而博主、达人推荐、家人推荐、周围

同学、朋友推荐等因素占比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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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大学生购买奶制品时的考虑因素（n=2572）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三、饼干 

（一）饼干口味偏好 

表 2-3-1 显示了购买过饼干的大学生对饼干口味的偏好，原味最受欢迎，占

比最高。其次是巧克力味，再次是草莓味。可见，大学生在饼干口味偏好中，仍

以市面上常见的饼干口味为主。 

表 2-3-1  大学生饼干口味偏好 

口味 人次（人） 百分比（%） 口味 人次（人） 百分比（%） 

原味 1379 54.9 水蜜桃味 273 10.9 

巧克力味 1112 44.3 奶酪味 253 10.1 

草莓味 615 24.5 柠檬味 246 9.8 

蓝莓味 449 17.9 厚牛乳味 227 9.0 

冰淇淋抹茶味 341 13.6 青柠芝士味 206 8.2 

奶盐芝士味 323 12.9 蛋糕味 181 7.2 

树莓味 314 12.5 雪顶咖啡味 136 5.4 

葡萄味 309 12.3 花生酱味 93 3.7 

白桃乌龙味 294 11.7 其他 14 0.6 

酸奶味 276 11.0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n=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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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使购买与阻止购买因素 

问卷调查中分别询问了促使大学生与阻止大学生购买饼干的因素，由表

2-3-2 可以看出，价格、品质、口感均排在前三位。价格合理、品质好、口感丰

富会促使大学生购买饼干，同样价格偏高、口感一般、质量问题就会阻止大学生

购买饼干。广告因素、IP 联名或者明星代言、博主达人推荐对促使大学生购买

饼干的影响力并不大。 

表 2-3-2  促使大学生购买与阻止大学生购买饼干的因素 

促使购买因素 人次（人） 
百分比

（%） 
阻止购买因素 

人次

（人） 

百分比

（%） 

价格合理 1733 69.0 价格偏高 1611 64.2 

品质好 1290 51.4 口感一般 957 38.1 

口感丰富 859 34.2 质量问题 953 38.0 

有营养 767 30.6 口味单一 731 29.1 

口味多样 683 27.2 营养含量低 550 21.9 

大品牌 403 16.1 高热量/高油/高糖 503 20.0 

进口原料 346 13.8 不认识的品牌 438 17.5 

低糖/无糖/低脂 326 13.0 负面舆论 345 13.7 

包装好看 256 10.2 包装不好看 315 12.5 

周围同学、朋友推荐 197 7.8 分量/规格太大 196 7.8 

IP 联名 97 3.9 不喜欢的明星代言/推荐 183 7.3 

有广告推荐 86 3.4 以上都没有 41 1.6 

明星代言/推荐 66 2.6 其他 2 0.1 

博主、达人推荐 62 2.5 总样本 2510 

其他 6 0.2    

总样本 2512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四、零食 

（一）食用场景与食用类型 

1、刷剧、看直播等休闲时间是最常见场景 

在大学生日常消费构成中，零食是重要的一项。问卷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平

时食用零食的场景，如图 2-4-1 所示，“看剧、游戏、短视频时间”排在首位，

占比 62.1%，其次是“工作、学习休息间隙”，占比 56.2%。“与父母家人共处

时光”和“提神充能”占也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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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大学生零食食用场景（n=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压力大时零食调节心情 

深度访谈中，受访学生进一步描述了吃零食的场景，有受访学生提到吃零食

可以缓解压力、调节心情，或者用零食代替早饭。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追剧或者看漫画、看动漫的时候吃。就是休闲的时候。我看动漫就感觉必

须得吃个什么东西。”（苏同学，女，大一） 

“一般都是看剧的时候，无聊的时候会吃一下。饿了的话也会吃。或者是压

力大的话会吃一些糖果，心情不好了也会吃一些糖果。”（朱同学，女，大三） 

“我现在控制体型，已经健身差不多三个多月了，早上就会吃专门为健身的

人准备的零食，比如说鸡胸肉丸，还有就是蛋白棒，还有喝的那些冲剂。”（陈

同学，女，大一） 

“早饭一般吃零食，因为吃零食的话时间就比较快，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

（程同学，男，大二） 

3、零食种类主要是薯片、辣条、饼干、饮料等 

访谈中大学生提到平时吃零食的种类。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我比较喜欢巧克力，会买很多巧克力相关的饼干牛奶。乐事的薯片也经常

吃。还有我很喜欢吃辣条，会买很多不同类型的辣条，也会买那种甜辣的。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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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些鸭脖、鸭翅那些去吃。”（朱同学，女，大三） 

“基本就吃吃薯片，还有百奇的饼干，还买一些饮料，像百事可乐、雪碧、

茶π这种。”（林同学，男，大三） 

（二）购买渠道与购买情境 

1、除电商平台外，线下渠道不容忽视 

表 2-4-1 显示了大学生平时零食购买渠道，淘宝/天猫和拼多多排在前两位，

这与大学生平时经常在这两个平台网购有关。紧随其后的是小型超市、便利店，

占比分别超过 20%，可见线下渠道在大学生零食购买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俺

来也占比 5.3%，超过快手、淘鲜达，与饿了么接近，在大学生诸多购买零食渠

道中占有一席之地。 

表 2-4-1  大学生平时零食购买渠道 

购买渠道 
人数

（人） 

百分比

（%） 
购买渠道 

人数

（人） 

百分比

（%） 

淘宝/天猫 1609 56.0 美团（含美团外卖） 321 11.2 

拼多多 1285 44.7 盒马 233 8.1 

小型超市 698 24.3 山姆 223 7.8 

便利店 672 23.4 饿了么 191 6.6 

京东（含京东到家） 663 23.1 校园生活平台（俺来也） 153 5.3 

抖音 499 17.4 淘鲜达 148 5.1 

线下大卖场、大型连锁

超市 
500 17.4 快手 141 4.9 

小红书 368 12.8 
品牌小程序、公众号、

视频号、直播间等 
61 2.1 

零食集合店 350 12.2 其他线下店铺 3 0.1 

个体经营小卖店 343 11.9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n=2875 

深度访谈中，受访学生提到线下购买零食的具体情形。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

表性说法： 

“突然想吃什么了，就去超市买个零食解馋，一般就是薯片辣条。”（梁同

学，女，大四） 

“一般我会和同学一起约着去专门的零食店。基本上是我宿舍的零食吃的差

不多了，有零食危机的时候，我会跟她约一下，我们两个一起去买。学校周边有

专门卖零食的那种店，基本上你在市面上看到的零食它那里都会有，有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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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很多零食，光辣条会有好多种。”（徐同学，女，大四） 

“我们超市是在去食堂的必经之路上，所以有的时候会被超市里新上架的一

些零食（吸引），像薯片出新口味可能会买点尝尝，但并不是说平时非常频繁地

去超市里购物。”（牧同学，女，大二） 

2、半夜刷网购、看直播时也会“冲动下单” 

深度访谈中请受访学生详细描述购买零食的情境，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平时

会通过网购购买零食，原因是网购零食性价比较高。也有受访学生表示会在网上

购买社交平台推荐的零食，并且半夜刷网购平台、直播间时也会“冲动下单”。

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线下的买的话一袋薯片大概需要五块到六块左右，而线上的话大概只要两

块到三块。虽然等的时间会多一点，但是便宜。我比较喜欢喝苏打水，在外面小

店卖大概三块到三块五。在线上买的话大概只要一块五到两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成同学，男，大二） 

“有时候解解馋，突然想吃一口什么的，就会去买。或者看到网上的推荐，

看小红书笔记，有什么美食博主、吃播推荐，觉得看起来还可以，就会去买了尝

一下。”（唐同学，女，大一） 

“半夜比较冲动，购买欲也比较强，就会玩手机，玩着玩着就会选一大堆零

食下单，第二天早上就会后悔。”（朱同学，女，大三）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自虐倾向。我一般在晚上很晚的时候看（吃播），

很饿，看直播吃的很香。我之前看一个主播直播吃无骨鸡爪，酸辣味的，感觉他

吃的很香，自己也被馋到了，就会买。”（徐同学，女，大四） 

（三）零食消费影响因素 

1、品牌不是最主要影响因素，更希望尝新尝鲜 

深度访谈中受访学生表示，购买零食时品牌不是最主要影响因素，更希望尝

新尝鲜。例如大二阳同学（女）表示：“只要是饼干类或者蛋糕类的，就会去选

择尝试一下，没有固定的牌子”。大二程同学（男）则认为，有些大品牌的零食

价格很贵，但实际上是通过代工厂生产的，“我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代工厂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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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同寝室舍友影响大，相互推荐拼单购买 

同寝室舍友对大学生零食消费影响较大。大多数受访学生表示，自己曾收到

舍友分享的零食，也会接受舍友的推荐去购买新的零食，或者与舍友一起拼单购

买零食。除舍友外，朋友、亲人、恋人等也会影响大学生的零食消费。以下是受

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我们寝室会经常分享零食，彼此吃到好吃的就会一起分享，然后大家觉得

这个好，下次就会一起去买。”（王同学，女，大三） 

“我上了大学开始健身的时候，我的姐姐她也是比较爱运动，她就推荐我去

买碱水棒，就是那种很饱腹的，你吃了就不会想去吃别的零食，还比较健康，也

很低脂。”（陈同学，女，大一） 

“比如说碱水棒和碱水包，我上大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认识的人不是很多，

就在我们学校找了一个跟我兴趣爱好比较相近的同学，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健身搭

子，我就给他推荐了。”（陈同学，女，大一） 

“我很希望别人能喜欢我喜欢的零食。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很喜欢吃的零食叫

碱体达人，它分很多口味，非常大一包的饼干，我前段时间在学校的步行街零食

店也有看到，买了一包，分给了周围的小伙伴，跟他们说非常好吃”（徐同学，

女，大四） 

“那个紫米面包我觉得比较好吃，就会分享给我姐，她觉得也比较好吃她自

己也会买。在宿舍比如说买了麻薯什么的，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吃，就分享给室友，

他们如果觉得好吃的话他们也会买。”（程同学，男，大二） 

“每次都会（分享给舍友）。因为我每次买零食，小鱼一袋的话里面是有八

个的，魔芋爽也是里面有六个或八个，一个寝室正好每个人一袋，这样分每个人

都可以吃到……比如无穷的鸡蛋和鸡腿，它有点小贵，一个卤蛋要卖三块五，我

最开始也觉得很贵，后来发现吃完之后真的非常好吃，我们寝室就一起买，我把

链接给她们，有优惠我们就一起拼单。”（魏同学，女，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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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饮料 

（一）经常购买的类型 

如图 2-5-1 所示，购买过饮料的大学生中，经常购买果汁饮料和碳酸饮料的

占比排在前两位，分别为 57.6%、52.7%。大学生购买茶饮料比例接近 40%，经

常购买蔬菜饮料的占比最低。 

 
图 2-5-1 大学生饮料常购类型（n=2572）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二）经常购买的品牌 

由表 2-5-1 可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最受大学生青睐，占比分别为 46.3%

和 41.7%。其次是康师傅和雪碧，占比分别为 36.9%和 30.7%。不同性别大学生

经常购买的饮料品牌有所差别，如表 2-5-2 所示，男生更偏好可口可乐、百事可

乐、康师傅和雪碧，女生更偏爱娃哈哈、雀巢、元气森林、汇源、三得利、椰树。 

表 2-5-1  大学生饮料常购品牌 

品牌 人数（人） 百分比（%） 品牌 人数（人） 百分比（%） 

可口可乐 1071 46.3 元气森林 463 13.0 

百事可乐 1190 41.7 汇源 333 11.2 

康师傅 790 36.9 三得利 110 10.1 

雪碧 448 30.7 脉动 244 9.5 

农夫山泉 949 29.4 椰树 228 8.9 

统一 714 27.8 王老吉 287 8.3 

娃哈哈 755 18.0 红牛 260 4.3 

雀巢 214 17.4 其他 33 1.3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n=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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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不同性别大学生饮料常购品牌 

品牌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可口可乐 52.1 42.1 46.3  

百事可乐 45.1 39.2 41.7  

康师傅 39.2 35.2 36.9  

雪碧 34.3 28.2 30.7  

农夫山泉 28.6 29.9 29.4  

统一 28.9 27.0 27.8  

娃哈哈 12.7 21.8 18.0  

雀巢 14.7 19.4 17.4  

元气森林 9.6 15.4 13.0  

汇源 8.7 13.0 11.2  

三得利 6.4 12.8 10.1  

脉动 10.4 8.8 9.5  

椰树 5.0 11.6 8.9  

王老吉 7.8 8.7 8.3  

红牛 5.8 3.2 4.3  

其他 0.8 1.6 1.3  

总样本 1073 1498 257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六、果味酒饮 

（一）购买比例与购买频率 

如表 2-6-1 所示，受访大学生中购买过果味酒饮的比例为 34.2%。如图 2-6-1

所示，在购买过果味酒饮的 1107 人中，两个月购买 1 次或更少的占比最高，为

44.5%。一周至少购买 1 次果味酒饮的占比为 26.1%。可见，大学生平时购买果

味酒饮的频率并不高。 

表 2-6-1 大学生果味酒饮购买比例 

 人数（人） 百分比（%） 

购买过 1107 34.2 

未购买过 2131 65.8 

总计 32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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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大学生果味酒饮购买频率（n=1107） 

（二）经常购买的品牌 

图 2-6-2 显示了大学生经常购买的果味酒饮品牌。七成受访学生选择锐澳

（RIO），占比最高，远高于其他品牌。其次是梅见，占比 22.0%。贝瑞甜心

（MissBerry）和梅乃宿占比分别超过 10%。其他果味酒饮品牌占比均比较低。

可见，在购买过果味酒饮的大学生中，品牌集中度相对较高。 

 

图 2-6-2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果味酒饮品牌（n=1107）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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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护肤品与化妆品 

（一）经常购买类型 

问卷调查中 73.2%的受访学生表示购买过护肤品。如图 2-7-1 所示，2370 人

中经常购买洗面奶的比例最高，为 71.2%。经常购买乳液和面霜的占比分别为

48.2%和 46.8%。相比之下，大学生相对较少购买精华素和眼霜。 

 

图 2-7-1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护肤品类型（n=2370）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图 2-7-2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化妆品类型（n=1571）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受访学生中有 48.5%的人表示购买过化妆品。如图 2-7-2 所示，1571 人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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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购买口红的占比最高，为 61.9%，其次是粉底，占比为 53.3%。经常购买散粉、

腮红、眼影的比例都超过 30%。相比之下，大学生购买指甲油的比例最低。 

（二）经常购买品牌 

1、护肤品品牌：欧莱雅居首 

图 2-7-3 是大学生经常购买的护肤品品牌。欧莱雅占比最高，为 28.5%。其

次是珀莱雅、雅诗兰黛、至本，占比分别在 20%左右。表 2-7-1 显示了不同性别

学生经常购买的护肤品品牌，男生购买欧莱雅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除倩碧和

SK-Ⅱ外，女生购买其他品牌的比例均高于男生。 

图 2-7-3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护肤品品牌（n=2369）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表 2-7-1  不同性别大学生经常购买的护肤品品牌 

品牌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欧莱雅 35.4 25.3 28.5 

珀莱雅 12.3 24.3 20.4 

雅诗兰黛 16.8 21.0 19.7 

至本 10.3 24.1 19.7 

兰蔻 16.4 18.1 17.5 

科颜氏 12.3 19.1 16.9 

自然堂 12.4 16.4 15.1 

百雀羚 11.1 13.3 12.6 

Olay 7.8 14.5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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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薇诺娜 4.1 15.0 11.5 

倩碧 10.6 9.9 10.1 

SK-Ⅱ 12.0 8.7 9.8 

资生堂 8.2 9.7 9.2 

佰草集 3.2 4.5 4.1 

其他 8.4 10.6 9.9 

人数（人） 758 1611 2369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化妆品品牌：橘朵排第一 

如图 2-7-4 所示，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化妆品品牌中，橘朵位居第一，占比为

35.5%。之后依次是完美日记、魅可、珂拉琪、兰蔻，占比均超过 20%。表 2-7-2

显示了不同性别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化妆品品牌。比较而言，男生经常购买兰蔻、

纪梵希、花西子、香奈儿的比例高于女生。女生购买橘朵、完美日记、珂拉琪、

欧莱雅、雅诗兰黛、彩棠、卡姿兰、Nars 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 

 

图 2-7-4 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化妆品品牌（n=1570）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表 2-7-2  不同性别大学生经常购买的化妆品品牌 

品牌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橘朵 16.5 39.4 35.5 

完美日记 20.6 30.2 28.5 



54 

品牌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魅可 23.6 26.6 26.1 

珂拉琪 7.9 26.8 23.6 

兰蔻 26.2 21.6 22.4 

纪梵希 23.2 16.5 17.6 

欧莱雅 4.9 17.0 14.9 

雅诗兰黛 10.5 15.1 14.3 

花西子 20.2 12.4 13.7 

彩棠 4.5 15.5 13.6 

卡姿兰 4.9 13.7 12.2 

香奈儿 17.6 9.4 10.8 

Nars 6.0 11.7 10.8 

植村秀 7.9 9.7 9.4 

美宝莲 7.5 8.9 8.7 

其他 0.4 5.1 4.3 

人数（人） 267 1303 1570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三）购买时考虑因素 

问卷调查中进一步询问了大学生购买护肤品和化妆品时的考虑因素，如表

2-7-3 所示，大学生在价格和质量方面考虑最多，其次是构成成分、肤感、品牌。

相比之下，大学生购买化妆品时考虑外观包装的比例高于护肤品。 

表 2-7-3  大学生购买护肤品和化妆品时考虑因素 

考虑因素 人次（人） 护肤品（%） 人次（人） 化妆品（%） 

价格 1625 68.6 1028 65.5 

质量 1590 67.1 982 62.5 

构成成分 1078 45.5 624 39.7 

肤感 981 41.4 623 39.7 

品牌 812 34.3 528 33.6 

功能 693 29.3 354 22.5 

生产日期/保质期 454 19.2 317 20.2 

外观包装 395 16.7 374 23.8 

博主、达人推荐 289 12.2 202 12.9 

周围同学、朋友推荐 286 12.1 199 12.7 

规格 269 11.4 225 14.3 

无添加 235 9.9 153 9.7 

家人推荐 182 7.7 99 6.3 

其他 5 0.2 3 0.2 

总样本 2369 1570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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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夜宵 

（一）消费习惯 

如表 2-8-1 所示，3238 位受访学生中，有 55.6%的人有吃夜宵的习惯，偶尔

吃的比例为 45.1%。表 2-8-2 显示，不同性别大学生夜宵消费习惯有所差别，男

生经常吃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女生从不吃夜宵的比例高于男生。 

表 2-8-1  大学生夜宵消费习惯 

夜宵消费习惯 人数（人） 百分比（%） 

经常吃 339 10.5 

偶尔吃 1459 45.1 

从不吃 1440 44.5 

总计 3238 100 

表 2-8-2  不同性别大学生夜宵消费习惯（%） 

性别 经常吃（%） 偶尔吃（%） 从不吃（%） 人数（人） 

男生 13.6 45.7 40.7 1334 

女生 8.3 44.6 47.1 1904 

总计 10.5 45.1 44.5 3238 

（二）夜宵类型 

在大学生夜宵选择类型上，如图 2-8-1 所示，六成受访学生选择方便面，其

次是炸鸡、汉堡，各种烤串儿，占比分别为 39.1%和 34.5%。 

 
图 2-8-1 大学生夜宵选择类型（n=179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表 2-8-3 显示了不同性别大学生喜爱的夜宵类型，可以看出，男生尤其青睐

方便面，选择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在炸鸡、汉堡方面，男生与女生没有差别。对

于各种烤串儿，蛋糕、面点，巧克力、饼干等类型，女生选择的比例均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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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3  不同性别大学生夜宵选择类型 

夜宵类型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方便面 64.5 57.9 60.8 

炸鸡、汉堡 39.1 39.1 39.1 

各种烤串儿 29.6 38.4 34.5 

蛋糕、面点 21.5 33.6 28.3 

巧克力、饼干 22.0 28.5 25.6 

包子、饺子、馄饨 13.7 15.3 14.6 

麻辣小龙虾 14.2 13.3 13.7 

挂面、手擀面等 14.3 12.5 13.3 

其他 0.4 2.1 1.3 

人数（人） 791 1007 179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九、消费金额 

以上八个方面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主要消费的商品类型，问卷调查中进一步

询问了对大学生总体来说，在校期间每月线上购物与线下购物的金额。如图 2-9-1

所示，大学生每月在线下消费 100 元及以下的比例明显高于线上消费，而到了

201 元及以上的各个金额区间，大学生线上消费的比例高于线下消费，这意味着，

大学生线下消费的金额较低，而线上消费的金额较高。 

 

图 2-9-1 大学生每月线上与线下购物金额（n=3238） 

图 2-9-2 显示了不同性别大学生线上与线下的购物金额。总体而言，男生消

费金额低于女生。52.8%的女生线上购物金额在 301 元及以上，而这一比例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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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为 41.2%。在线下购物方面，男生与女生的差别不大。 

图 2-9-2 不同性别大学生每月线上与线下的购物金额（n=3238） 

 

第三部分  消费构成与消费观念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4.2%的大学生的生活费来源为父母提供。他们在经济

上尚未独立，但作为喜欢尝新、兴趣广泛的青年人群，面对线上与线下琳琅满目

的商品、服务以及各种营销活动的诱惑，他们是如何分配自己的生活费，受到哪

些因素影响，以及持有怎样的消费观，这些是本部分将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一、每月生活费用途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每月生活费支出中最主要的一项是“食堂吃饭”。

不同人口特征大学生的生活费用途有所差别。他们在大额消费前会提前攒钱，同

时也愿意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买单。在生活费分配上，可以总结出“中规中矩”“省

吃多用”和“严格计划”三种典型方式。 

（一）大学生每月生活费用途 

1、“吃”最重要，同时兼顾“穿”“用”及休闲娱乐 

如图 3-1-1 所示，大学生每月生活费用途中，食堂吃饭占比最高，为 92.1%，

其次是外出就餐和零食。可见，“吃”在大学生日常消费中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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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大学生每月生活费用途（n=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深度访谈中请受访学生详细阐述了生活费用途。以下是他们的代表性说法： 

“大学生主打一个吃，那肯定就是吃，大部分都在吃上面。”（曹同学，男，

大三） 

“主要就是吃喝这种，因为平时比较喜欢吃各种东西。然后就是网上消费，

在网上买一些想买的东西，衣服、玩偶、杂七杂八的那些小玩意儿什么的。”（高

同学，女，大三） 

“吃饭，买日常用品。有的时候如果化妆品需要补的话，可能会用多一点。

还会去买礼物。我上个月买完生日礼物什么的，一下子哇，没有钱了。”（苏同

学，女，大一） 

“在学校里面花的那些电费水费占比我觉得也挺大的，因为我们学校洗澡、

打热水、吹头，电费水费啥的，都得自己去充钱。还有会买一些书籍，一些学习

用品，一些化妆品护肤品。还有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买衣服之类的。”（朱同

学，女，大三） 

休闲娱乐也是大学生生活费的用途之一。例如，大一唐同学（女）表示周末

会去附近的商场逛街，购买一些可爱的、有创意的文创商品或手工制品，“可能

网上看不到，线下看到的时候感觉很可爱、很独特”。大二成同学（男）表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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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和朋友聚会吃饭，或是一起到网吧打游戏。而在大二吕同学（男）的生活费

用途中，旅行是重要的一部分，他表示自己每个月至少会旅行一到两次，基本每

次的花费都在 1000 元以上。 

2、大额支出以父母资助为主，自己攒钱做补充 

除了日常生活中吃穿用等基本支出外，大学生也会有一些“大额支出”“大

件消费”，如购买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或者看演出、旅行等休闲娱乐消费。

父母资助的情况较为常见。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如果要买大件的话，直接看好了，然后把链接发给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

来下单。”（阳同学，女，大二） 

“手机电脑这些都会是父母出钱，因为本来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并不是很

多，如果这些都要自己存的话，就比较困难。如果生病了，之前拔智齿花了差不

多 1600 多块钱，这个也是父母出钱的。个人的娱乐我自己会出钱，基本的生活

像生病那些，需要用的那些学习用具，比如说上网课要的电脑手机，那些父母开

学就会给你准备。”（陈同学，女，大一） 

访谈中还有受访学生表示会自己攒钱。例如大三林同学（男）就表示，自己

外出旅游的花费是由自己承担，除了生活费外，还会将之前攒的压岁钱拿出来使

用。再如大三的朱同学（女）表示“会把自己的钱攒下来买喜欢的东西，现在正

在攒钱买 iPad”，她的想法如下： 

“因为父母挣钱也不是特别容易，他们的钱也是攒出来的。买 iPad 的话，

因为我买它的目的主要是想用来看网课学习之类的，但是我又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会拿它看电视，这是肯定的。如果用父母的钱买的话，我就会有点像做亏心事的

感觉，有点对不起父母。但是如果我自己买的话，就会好很多。” 

3、兼职锻炼自己，积攒“小金库” 

问卷调查中有 1210 位受访学生表示有兼职（含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

其中兼职收入在 500 元及以下的占比 53.6%，501-1000 元的占比 21.7%。深度访

谈中，有受访学生表示缺钱时去兼职。例如大一的苏同学（女）为了给闺蜜购买

生日礼物到学校食堂帮厨，但“油烟真的太大了，每次干完兼职出来那个身上的

那一股味道，后来我就没做了”。更多受访学生表示，兼职更多是希望锻炼自己，



60 

积攒“小金库”。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基本上都是在假期做的，有时间的话就会去，接触的兼职种类比较多，我

从高中毕业断断续续做过很多不同的，之前还有在盒马鲜生做过收银，工资很高，

有 5000 多一个月。因为假期的时候家里面是不会给生活费的，相当于没有任何

的收入来源，所以自己去做兼职，拿到钱去跟朋友出去玩，多的之后在上学的时

候给自己一些补贴。而且我家里面还有弟弟哥哥，我感觉如果假期出去玩还要跟

父母要钱的话，会给他们一些经济压力。”（徐同学，女，大四） 

“上班还是挺累的。之后还会去，因为要多锻炼。只要钱足够，钱到位就行，

不是很累的就行。”（吕同学，男，大二） 

希望通过兼职攒钱的受访学生通常会定期兼职。例如大二的程同学（男）就

已经体验过水果店店员、火锅店店员、盒马鲜生超市检货员等多个兼职岗位，“干

多久可能还是看我假期长短，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店能正常维持下去”。大三的

魏同学（女）也表示，自己从大一下学期到现在，除期末月外每周六都会去新东

方上一天班，每月能获得四五百块的收入。大二的成同学（男）则说，“缺钱就

多做两天，不缺的话，那就做一天意思一下就差不多了，不过工作轻松的兼职如

果有我就会去做”。 

也有受访学生的兼职是心血来潮。例如大四的梁同学（女）则表示自己唯一

一次兼职经历是大三时“在家太闲了，也没有事干”，虽然工作并不太累，每月

四千元的收入也足够可观，但还是决定等毕业后再尝试兼职。还有大三的朱同学

（女）这样描述兼职： 

“在新装修的家具店给他们打杂，摆放一些家具，或者是清扫擦拭一些家具。

工资是小时制，还挺高的，18 块钱 1 小时。做了不到三天，因为他是早上十点

钟才开始的，挣了 300 块钱不到吧。当时突然想做一些兼职，想攒一点钱，就去

找了兼职，也没有突然想买的东西。” 

相比校外兼职来说，校内兼职工资较低，但时间灵活、上班方便。例如大二

的牧同学（女）从大一开学两三个月后就开始在学校食堂兼职，每月有 200-400

元收入，“钱是够用的，只是我觉得值班的那些时间并不耽误做日常事情，既然

有钱拿何乐不为？”。大三的王同学（女）还曾在“俺来也”平台做过兼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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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面骑电瓶车送餐”。 

4、舍得为兴趣爱好“买单”，偶尔“冲动消费” 

问卷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如表 3-1-1 所示，大学生兴趣爱好广

泛，听歌排在第一位，其次是游戏，之后是追剧和球类运动。 

表 3-1-1  大学生的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 人次（人） 百分比（%） 兴趣爱好 人次（人） 百分比（%） 

听歌 1162 35.9 舞蹈 304 9.4 

游戏 1087 33.6 视频剪辑 260 8.0 

追剧 1010 31.2 桌游 225 6.9 

球类运动 975 30.1 看展览 211 6.5 

健身、跑步 836 25.8 茶道 180 5.6 

动漫 675 20.8 密室逃脱 178 5.5 

旅行 427 13.2 露营 162 5.0 

书法、绘画 397 12.3 攀岩 152 4.7 

追星 389 12.0 理财 118 3.6 

研究穿搭 354 10.9 去酒吧、夜店 86 2.7 

看演出 326 10.1 其他 46 1.4 

滑板、轮滑 319 9.9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n=3238 

深度访谈中，受访学生表示或多或少都会为兴趣爱好“买单”。有的会因追

剧、听歌等爱好，在视频平台、音乐平台充值会员。例如大三的王同学（女）就

在腾讯、爱奇艺等平台充值了会员，“我跟我朋友都开了，我选了优酷，然后我

就让她选芒果，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两个平台。”大二的成同学（男）每月会为游

戏花费 200 元左右，用于购置皮肤及其他道具。他表示这部分消费是从兼职工资

支出的，“生活费主要用来吃饭，我一般不会动用这些。” 

除了在线消费外，部分受访学生还会为运动健身、音乐舞蹈等爱好购置一些

必需品，或是为比赛支付报名费、培训费等。 

“比如打篮球的话就要买球鞋、买鞋，然后买运动护具。买鞋的话三千，那

些护具的话都几百块钱。”（吕同学，男，大二） 

“健身肯定是一直都需要消费的，因为健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一般会选

择季卡，过期了再会去续费，因为健身房时间长了他可能就会跑路，我就不敢买

年卡，季卡是 500块钱。我学吉他已经很多年了，可能有一点保养的费用，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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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琴弦的费用。”（陈同学，女，大一） 

“平时我还比较喜欢朗诵，有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考级比赛，可能也需要有

一些报名费，我觉得基本上还是都是可以接受。开始的报名费可能都是两三百，

之后还有一些什么培训费，如果是可参加可不参加，基本上就会选择不参加。”

（阳同学，女，大二） 

部分受访学生提到，自己曾为了爱好“冲动消费”。比如大三的朱同学（女）

曾在健身房购买体验课和月卡。但由于“社恐”等原因，没有去几次就浪费掉了。

大三的魏同学（女）也因为身边的人和网络上的推荐信息报名了游泳课并购买了

游泳年卡，“后来发现自己是没有毅力的，而且游泳也很难。这个冲动消费让我

挺后悔的。” 

受访学生均表示，除旅行这样的大额支出外，其他兴趣爱好相关消费的资金

来源是生活费或兼职收入，不会向父母求助。例如大三的朱同学（女）为追星买

过周边和专辑，她表示“跟父母说追星要花钱的话，肯定会被说的”。 

大四的徐同学（女）还通过兴趣爱好赚取了收入，“我比较喜欢拍人像，有

小相机。但相机不是我自己买的，是之前家里大人买的。之前帮别人拍过照片，

毕业季的时候会拍的多一些。6 月份拍下来能赚 1500 左右。” 

（二）不同人口特征大学生的生活费用途 

1、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生活费用途 

如表 3-1-2 所示，不同性别学生的生活费用途有明显差别。在食堂吃饭方面，

男生和女生几乎没有差别。相比之下，女生将生活费用在外出就餐、购买零食、

日常生活用品、服装饰品、护肤品、化妆品、社交往来等方面的比例明显高于男

生；而男生生活费用于购买酒水饮料、数码产品、健身运动、投资理财等方面的

比例明显高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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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生活费用途 

生活费用途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食堂吃饭 91.5 92.5 92.1 

外出就餐 44.0 54.8 50.4 

零食 44.3 52.9 49.4 

日常生活用品 24.4 44.3 36.1 

服装饰品 19.3 43.2 33.4 

休闲娱乐 20.5 24.5 22.9 

护肤品 7.3 30.8 21.1 

酒水饮料 22.8 18.2 20.1 

化妆品 3.2 30.7 19.4 

兴趣爱好 17.8 18.5 18.2 

社交往来 10.2 17.7 14.6 

数码产品 10.9 3.9 6.8 

健身运动 6.6 2.3 4.0 

投资理财 4.8 2.4 3.4 

其他 0.7 0.7 0.7 

人数（人） 1334 1904 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月生活费水平不同的大学生生活费用途 

月生活费水平对大学生的生活费用途影响较大。如表 3-1-3 所示，每月生活

费在 2001 元及以上的大学生将生活费用于食堂吃饭的比例低于其他月生活费水

平的学生，而将生活费用于外出就餐、零食、服装饰品、休闲娱乐、护肤品、化

妆品、兴趣爱好、社交往来、数码产品、运动健身、投资理财的比例均为最高。

总体而言，月生活费较高的学生生活费用途更为多元化。 

表 3-1-3  月生活费水平不同的大学生生活费用途 

生活费用途 
1000 元及以

下（%） 

1001-1500元

（%） 

1501-2000元

（%） 

2001 元及以

上（%） 
总样本（%） 

食堂吃饭 92.0 96.0 93.1 80.8 92.1 

外出就餐 34.9 47.1 55.3 66.4 50.4 

零食 33.2 51.4 53.8 54.8 49.4 

日常生活用品 22.7 35.4 43.9 38.6 36.1 

服装饰品 18.5 29.7 39.8 47.0 33.4 

休闲娱乐 9.9 18.3 28.6 37.6 22.9 

护肤品 9.9 17.6 25.9 33.0 21.1 

酒水饮料 12.4 18.6 21.5 30.0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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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用途 
1000 元及以

下（%） 

1001-1500元

（%） 

1501-2000元

（%） 

2001 元及以

上（%） 
总样本（%） 

化妆品 9.2 15.0 24.8 31.2 19.4 

兴趣爱好 6.5 13.4 22.4 35.2 18.2 

社交往来 8.2 10.7 17.3 26.2 14.6 

数码产品 4.4 4.9 7.3 13.2 6.8 

健身运动 2.1 2.4 4.1 10.2 4.0 

投资理财 1.9 1.3 3.1 10.4 3.4 

其他 0.5 0.8 0.3 1.2 0.7 

人数（人） 573 1205 960 500 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三）大学生分配生活费的不同方式 

对于大学生如何分配每月的生活费，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深度访谈

中做了进一步询问。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到，大学生在生活费分配上根据自身

需求的不同和每月的消费计划的不同，分配习惯和方式有明显差别，以下三种情

况最为典型： 

1、“中规中矩”型 

大部分受访学生表示，自己对生活费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划，影响生活费用

途的因素主要是自身需求的变化。平时消费以吃、穿、用为主，虽然偶尔也会因

为有想要买的商品或一些休闲娱乐、社交活动而超支，但在生活费开销上属于“中

规中矩”。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我不是那种很有规划的，没什么分配，也不会乱买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

吃饭花钱占大头，就是饿了吃渴了喝，该花就花。有时买衣服买鞋什么的不够会

找爸妈贴补，自己出一半然后爸妈出一半。因为买衣服的话也就是一段时间买了，

后面就基本就不会再买的，也不是每个月都要去买。”（林同学，男，大三） 

“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了，或者特别想要，就会多花一点，没有什么想要

的话就会少花一点。”（周同学，男，大四） 

“我们每个月都会想放松一下，可能会出去玩，可能是去 KTV 唱歌，也可能

去别的地方，就会用到一些生活费。”（陈同学，女，大一） 

“偶尔会有高中同学从学校里放假回来，因为我在本地上学，他们都是外出

上学，高中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一年恐怕也见不到两三面。有时候我就会出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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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不知道去哪，我们就到处瞎跑，打车之类的，有时候会花过一点。”（成

同学，男，大二） 

2、“省吃多用”型 

有部分受访学生提到，当某些月份中因为购买心仪的商品或外出旅行而有较

多额外支出时，他们只能压缩“吃”的支出来填补生活费缺口，如减少校外就餐

或零食消费，更多在校内食堂就餐，用这种方式“勒紧裤腰带”。以下是受访学

生的代表性说法： 

“一般的话生活费是够的，平时需要什么就买，如果有时候化妆品、衣服之

类的买比较多的话，可能会在饮食上面稍微控制一点。”（高同学，女，大三） 

“平时如果花的比较多的话，那吃饭肯定就去食堂吃的比较多了，因为食堂

相对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生活费充足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想过好一点。如果出

去玩的多，那肯定要勒紧裤带过一个月。”（程同学，男，大二） 

“国庆为了去武汉玩，我们寝室零食的支出就减到非常之少。我们那半个月，

一个寝室都没有怎么买零食，就是安安分分地吃饭，也没有出去聚餐，每天在学

校里面吃外卖，也没有买零食。那半个月我们奶茶每个人都只喝了两回。”（魏

同学，女，大三） 

3、“严格计划”型 

还有受访学生表示，自己会对每月的生活费进行规划，不会因为旅行等额外

支出影响其他消费，对每个月的消费支出有严格计划。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

说法： 

“对我个人而言，我会把每个月花的钱分成几个部分，比如在食堂吃饭有一

部分的预算，在其他方面会有一部分预算，基本上还是不会去压缩我吃饭的钱。”

（徐同学，女，大四） 

“我有好几张卡，我把我的钱存在里面不会用的，那是我每个月固定存的旅

游的经费，这个钱是不会动的。”（陈同学，女，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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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影响因素 

（一）个人需求是首要原因 

如图 3-2-1 所示，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因素中，个人需求占比最高，为 76.8%，

其次是生活费金额，占比为 70.5%。这体现出大学生“按需购买”“理性消费”

的特点。商家促销活动、周围同学和朋友影响、各类博主种草占比在 25%到 20%

之间。而微信群、网络社区的影响最低，仅为 5.9%。 

 

图 3-2-1 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因素（n=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1、女生受影响程度高于男生 

表 3-2-1 显示了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消费影响因素，可以看出，女生受各种因

素影响的比例几乎都高于男生。尤其在商家促销活动、各类博主种草方面，女生

比男生更易受到影响。 

表 3-2-1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消费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个人需求 74.1 78.8 76.8 

生活费金额 67.2 72.7 70.5 

商家促销活动 18.9 28.6 24.6 

周围同学、朋友影响 19.7 24.0 22.2 

各类博主种草 8.5 28.0 20.0 

老师、家长影响 9.6 9.6 9.6 

电商平台评论 7.0 11.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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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男生（%） 女生（%） 总样本（%） 

广告宣传 6.7 11.0 9.3 

微信群、网络社区影响 4.7 6.7 5.9 

其他 0.7 0.5 0.6 

人数（人） 1334 1904 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2、月生活费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更易受影响 

月生活费水平不同的大学生消费时受各种因素影响的比例有所差异。如表

3-2-2 所示，除个人需求、生活费金额、商家促销活动外，月生活费在 2001 元及

以上的大学生在消费时受其他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均为最高。 

表 3-2-2  不同月生活费大学生的消费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1000 元及

以下（%） 

1001-1500

元（%） 

1501-2000

元（%） 

2001 元及

以上（%） 

总样本

（%） 

个人需求 68.9 79.8 79.3 74.2 76.8 

生活费金额 67.2 74.6 71.5 62.4 70.5 

商家促销活动 19.4 24.1 27.9 25.4 24.6 

周围同学、朋友影响 18.2 23.3 22.1 24.6 22.2 

各类博主种草 16.1 17.0 21.9 28.0 20.0 

老师、家长影响 10.5 9.0 9.3 10.8 9.6 

电商平台评论 7.5 7.7 11.1 13.4 9.6 

广告宣传 7.5 8.1 9.3 14.0 9.3 

微信群、网络社区影响 5.8 5.5 5.4 8.0 5.9 

其他 0.3 0.7 0.5 1.0 0.6 

人数（人） 573 1205 960 500 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二）校园营销可提升品牌知名度 

深度访谈中询问了大学生平时常见的校园营销活动类型。总结来看，校园营

销的主要形式有：打折广告、海报、学校活动或社团活动的品牌赞助、手办卡、

网络宽带促销、专升本等买课服务、超市商品促销、试用装派发等。另外，还有

学生谈到电影路演宣传或在校园公共网络平台上发布广告。 

关于校园营销的效果，受访学生提及最多的是提高商品或品牌的知名度，在

了解相关商品以后，会在有需求时选择使用。同时，周围同学的口碑传播也有一

定影响力。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通过校园营销可以让更多同学了解这个商品，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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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去购买。因为同学用好了以后可以去相关的平台上面进行评论，然后可能对于

这个产品后续的营销也会有一定的帮助。”（阳同学，女，大二） 

“可能知名度会提高吧，首先肯定会知道它，其次可能就会看它什么时候便

宜，什么时候就去买。买的人多了，肯定身边的室友或者同学会知道它，如果它

好的话也会去买，感觉还是挺有用。”（苏同学，女，大一） 

有的学生认为试用装是比较好的方式，在派样机上领取了试用装，体验较好

产生了认可和信任，记住品牌后准备继续购买和使用。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

说法： 

“比如说有试用装的话，就可以直观地让你感受到这个产品，那好用的话肯

定会过来买。就是相当于也是一种打广告，就是你觉得好用的话，然后你通过这

个营销了解到这个品牌，你可能就会去搜索，或者说去进行一些后续的购买。”

（王同学，女，大三） 

“之前派样机上，它还放过一款卫生巾，好像是护舒宝还是自由点的，我之

前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卫生巾，用了之后感觉还可以。我打算等我寝室的卫生巾

用差不多了之后尝试一下这个牌子。”（徐同学，女，大四） 

还有学生提及发传单也是不错的校园营销方式。例如大二的成同学（男）表

示：“一般过来发传单的，那种专升本机构的都会有老师跟随，加上好友他会给

你推荐，讲解得比较详细，说他们学校多好，还给你安排晚自习，然后给你安排

作业。” 

三、消费观念 

深度访谈中在了解大学生日常购物、商品消费、消费构成的基础上，还着重

探寻了他们的消费观念，总结如下： 

（一）量入为出，注重性价比 

整体来看，当代大学生消费观念趋向理性，对于价格的关注程度较高，“性

价比”成为他们消费的首要考虑因素。比起品牌等外在标签，大学生更注重产品

的实用性和内在品质。多数受访学生表示，不会盲目追求高端品牌和高价，而是

寻求性价比高的产品。还有受访学生表示，在大学生群体中购买低价实惠的产品

正在成为一种消费氛围，他们之间会相互分享、推荐低价实惠的产品或购买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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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将买到低价好物引以为傲。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在大部分日常生活当中，价格依然是我们这种消费水平不是很高，生活费

也比较低的同学的一个参考标准，我们还是很在意价格的。从我身边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有什么优惠的话，大家都会说那肯定是要用优惠价拿下来，谁都不想去当

那个正常价的‘冤大头’，大家看到稍微贵一点的东西也会走掉。就比如说买东

西这个事情，现在大家都是在平台上蹲优惠券，蹲团购这些，整个的消费观念就

是越便宜越好。”（魏同学，女，大三） 

“性价比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性价比不高的话，就比如，

如果我很喜欢这件衣服，但是从它的性价比考虑来说，它真的不高，可能穿了一

两下，它就起球或者坏了什么的，我也不会喜欢，我也不太会购买它。”（牧同

学，女，大二） 

“就目前来讲，我感觉现在是越来越趋于追求性价比。之前可能是比谁更有

钱，我感觉现在是比谁更会过日子。就比如说谁谁谁用很低的价格买了一个什么

东西，用很低的价格囤了一个什么套餐，就会很自豪，并不会觉得说很掉价。而

且就我从我身边人的角度来看，大家都挺理性的，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会冲动消

费。”（王同学，女，大三） 

（二）偶然冲动，有限超前 

虽然大学生日常购物注重性价比，但有时为了自己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事物也

会偶然冲动。例如大一的陈同学（女）表示：“平常的生活能省就省，自己感兴

趣的地方就很舍得花钱。”大三的高同学（女）也认为：“在自己的生活费范围

之内，想吃什么玩什么基本都挺愿意花钱的，然后也不会刻意省钱，但是也不会

超前之类的。大部分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喜欢过的开心一点。” 

在问卷调查中询问了受访学生“当购买商品超出自己实际支付能力时，会如

何选择”。图 3-3-1 显示，有 66.6%的人表示不会购买超出自己实际支付能力的

商品，22.6%的人表示会向父母、亲戚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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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大学生超前消费的情况（n=3238） 

注：本题为多选题，合计百分比超过 100% 

深度访谈中多数受访学生提到支付宝花呗、京东白条等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消费欲望，但必须合理使用，不能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一旦超过自己的

能力边界，将面临不必要的经济压力与债务困扰。例如大一的苏同学（女）表示：

“如果你花太多，然后后面补不上了，这窟窿就越来越大，感觉挺不好的。”大

一的陈同学（女）则认为：“我觉得超前消费整个人就会很心慌，也很不踏实，

大学生暂时没有自己赚钱的能力，大部分生活费都是父母给的，超前消费就很有

可能会压缩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还不上。” 

也有受访学生开通了支付宝花呗，但也会保持理性，确保只花费自己能力范

围内的钱，避免不必要的困扰。例如大三的林同学（男）表示： 

“开了支付宝花呗，开了买东西。但是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因为下个

月就可以把它还上，就想着可以早点买早点用。就是早买早享受，反正都是要用

的，还不如早点买了。现在还开着花呗，但是不一定会用，因为我爸妈打钱的话

基本都是打在支付宝上的，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那里，当我的现金流，然后花呗就

相当于把下个月的额度先提前了，其实也没什么大的关系，只要我自己控制好别

买我消费不起的就行。” 



71 

（三）客观看待品牌与名牌 

多数受访学生认为，在自己支付能力范围之内，会去买有品牌的商品。他们

认为有品牌的商品品质更有保障，更加安全可信。以下是受访学生的代表性说法： 

“我觉得名牌应该是比较贵一点的奢侈品吧，普通大学生应该消费不到这种

东西。但品牌的话，比如说你去买鞋子，你会想要买品牌的，它质量更有保证，

售后服务更好一些。”（徐同学，女，大四） 

“比如说护肤品的话，我一般肯定会买那种品牌的，因为感觉会比较好，比

较有保证，像日用品之类的，就是这种用的东西，它只要好用，能达到这个用处

就可以，我不会专门找品牌的。”（高同学，女，大三）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买，可能还是会看品牌，但是如果超出经济范围，那就

不太会考虑。名牌就不是一定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像洗衣液那种肯定是要买有

品牌的，还有化妆品什么的，就是需要用到脸上的，因为感觉知名的品牌就还是

比较可信的，比较安全吧。然后像很多杂七杂八的那些小东西，就是它不一定需

要特别好的那种品牌，能用就可以了。”（唐同学，女，大一） 

 

结语 

本次调查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在校大学生的日常

购物、商品消费、消费构成、消费观念进行了深度分析与细致洞察。大学生的消

费行为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吃穿用行娱，丰富多元。“吃”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生

活费支出中食堂吃饭、外出就餐、零食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吃”，买衣服、

买护肤品和化妆品、去 KTV 唱歌、追剧、追星、外出旅行等也不可或缺。大学

生尽管没有收入，消费能力有限，但却持有旺盛的消费欲望。 

其二，大学生“附网而生”的特点非常显著。几乎所有大学生都会网购，76.5%

的大学生一周至少有 1 次网购。吃穿用等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通过网购获得。如

果说抖音、小红书是他们的“种草”平台，那么淘宝/天猫、拼多多就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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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草”平台。还有大学生表示网购可以避免“社恐”。换言之，大学生对移动

互联网具有高度依赖性。 

其三，大学生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在线下，朝夕相伴的同寝室舍友、周围同

学、朋友是重要的参考群体。他们相互分享、推荐购物经验和打折优惠信息，联

合发起拼单、参与团购。在线上，小红书的用户分享、抖音直播间的开放式互动

和网红博主的个性化推荐激发大学生的消费欲望。对于“网红产品”，大学生也

很容易追随，乐于尝试。 

在以上行为特征的背后，是大学生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消费观念。他们的理性

体现在消费时“量入为出”，注重商品性价比，不一味追求名牌，注重产品的实

用性和内在品质。他们的感性体现在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支付能力范围内，该

花就花，该买就买。偶尔的冲动消费不可避免，但大多数情况下仍然理性谨慎，

超过六成的大学生不会购买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商品。即便有超出支付能力的情

况，他们也会求助父母、亲友，几乎不会使用网络借贷平台，以免陷入无法填补

的“窟窿”。 

此外，大学生在面对大件消费、大额支出时，表现出“消费自尊心”，即与

学习相关的可以求助、依靠父母，但与休闲娱乐相关的尽量自己承担。他们体会

到父母挣钱不容易，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要么自己攒钱，要么外出兼职，以

求得心安。 

结合大学生的行为特征与消费观念，以下五个方面可作为营销实践中的关注

重点： 

一是与“吃”相关的最受大学生关注。大学生乐于尝新尝鲜，零食融入在学

习、休闲、社交等多元场景中，也是他们调节心情的利器。抓住大学生的“胃”，

就能抓住大学生的“心”。 

二是“小圈子”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大学生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

游走于不同的“小圈子”，将商品信息、使用体验、优惠活动等不断扩散至周边。

洞察大学生，不仅要有全局观，分析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同时也要由面到点，精

准定位大学生中的“小群体”，以实现有的放矢的精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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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大学生作为信息达人，传播力强。附网而生的 00 后大学生具有惊人的

信息收集能力，也能在海量信息中梳理出有效内容。线上，他们可以利用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向外传递信息；线下，他们通过口口相传，在内部交流中不断提升

信息的鉴别能力。针对大学生的营销活动，营销者要更多关注大学生自身的看法。 

四是大学生对价格敏感。大学生还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消费能力有限。他

们对价格敏感。拼多多在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电商平台中位居第二就可见一斑。但

他们也不是一味寻求低价，“性价比”是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消费的首选。因此，

品质好且价格适中的商品应该对大学生具有较强吸引力。 

五是校园生活平台潜力大。本次调查依托高校本地生活数字化生态平台“俺

来也”发放问卷。在“俺来也”覆盖的高校中，仅有 4.5%的人没有使用过“俺

来也”。16.3%的人每周使用频率在 10 次以上。30%的人每周使用频率在 5-10

次之间。可见，校园生活平台有广泛的大学生基础，如果在服务、功能上做相应

提升和调整，未来一定会成为具有潜力和实力的校园电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