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文二

大学生“双十一”消费社会调查

近日，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针对大学生“双十一”网购话题，

对全国 1008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学生会花生活

费网购，主要购买衣服、生活和化妆用品，近八成学生网购花费金额

在 700 元以内，超八成学生选择在“双十一”期间网购的原因是商品

有折扣，超六成学生认为“双十一”消费应该量力而行，超五成学生

网购时最担心商品质量。

（图为大学生“双十一”网购花费金额比例。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华锡 制图）

一、超八成花生活费进行网购，主要购买衣服、生活和化妆用品

对于大学生而言，生活消费的费用主要来自父母给的生活费。在

此次调查中，用生活费进行“双十一”网购的大学生占 82.24%。“这

次买东西用的都是生活费，因为之前并没有打算消费，也没有攒钱。

但是我的生活费还没有超标，剩下的半个月省着点花，就可以补上了。”

https://www.360kuai.com/pc/9227e733fdaf54e04?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tuji=force


新乡学院学生程璐表示，“双十一”当天，她看到购物平台上推送了

一个化妆品，舍友又说要一起买零食包，正好自己也喜欢吃，就一起

拼单买下了。

在“双十一”网购时，大学生主要买哪些物品?根据中国青年网

记者调查显示，71.94%的大学生购买了衣帽服饰，其次为生活用品、

化妆用品、零食饮料和学习用品，分别为 55.21%、44.79%、26.64%

和 15.06%。“我花了大概 700 元左右，主要是化妆品、护肤品、衣

服、花茶之类的。”洛阳理工学院学生符馨月告诉记者，她本来没打

算买这么多，但爸妈多转了些钱给自己，所以就又给爸妈买了一些生

活用品，导致超出了自己的消费预算。

（图为大学生“双十一”网购物品类型比例。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华锡 制图）

二、近八成花费 700 元以内，超八成“剁手”原因为商品有折扣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学生张鸿在“双十一”期间花了近 1000

元。她告诉记者，零点的时候买比较便宜，有不少半价活动，而且和

舍友一起等到零点付款，有一种过节的氛围。“一年只有这次，好不

容易等到了，一定要买些东西才能让自己安心。”



根据本次调查显示，有 77.6%的大学生“双十一”当天消费不足

700 元，其中，100~300 元占 27.16%，300~500 元占 22.65%，100 元

以下占 14.41%，500~700 元占 13.38%。大学生们选择“双十一”期

间网购的主要原因是商品有折扣，占 82.5%，其次为拼单有优惠和商

家宣传活动有吸引力，各占 10.04%和 5.41%。

“之前总是听说物品都是在活动开始前先涨价，然后再降价。今

天清理购物车时，无意中发现买过的一件毛衣降价了，感觉部分商品

确实是降价了，有优惠，所以就直接下单了。”安徽科技学院学生屈

莹莹说。

（图为大学生“双十一”网购消费理念比例。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华锡 制图）

三、超六成认为消费应该量力而行，超五成网购最担心商品质量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生张以在这次“双十一”期间并没有消费，

但他并不后悔。“之前也有关注‘双十一’的一些活动，一些商品确

实降价了，但是最后没有买。因为最近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一些东

西也不是很着急要用，没必要着急购买。”张以说。



在本次调查中，不少大学生有着和张以相同的消费理念，认为“双

十一”购物要量力而行，占 65.38%;其次为该买就买，占 32.82%;还

有 1.8%的学生认为可以分期付款，进行超前消费。

同样未参与“双十一”购物的还有武汉海事职业学院学生李天成，

他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双十一”价格便宜且物流量太大，

质量方面可能没有保证，也担心运货的过程中会有损坏。“之前就买

到了质量不太好的商品，这次就不想跟风再买了。”

（图为大学生“双十一”网购最担心问题比例。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华锡 制图）

四、高校教师建议:树立正确消费观，适度消费，切勿跟风

桂林理工大学团委教师刘茜雯认为，“双十一”购物节已成长为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也吸引着广大学生“血拼”购物。大

学生消费欲强烈但是挣钱能力弱，主要靠家里供给，有些大学生因此

陷入校园贷泥潭，树立“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的消费观，对于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为此，她建议同学们在树立正

确消费观的同时，还要提高警惕，谨防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诈骗的手



法多样且隐蔽，尤其以“中奖诈骗”“快递诈骗”及“退款诈骗”等

几种类型居多。“再高明的网络诈骗技术，也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

我们只要增强防骗意识和能力，认识‘防护线’，堵住信息‘决堤口’，

就能降低被骗的风险。”

华北理工大学嘉树成蹊网络思政工作室教师李旺泽认为，不少大

学生的消费观尚不成熟，面对“双十一”购物津贴、打折券、预付金、

抽奖、盖楼等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加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朋辈间消

费观念的影响，大学生在这个期间里很容易冲动消费。

由于大学生经济来源多靠父母给的生活费，经济尚不独立，为此，

他建议要适度消费，不要超前过度消费。可以在“双十一”之前列个

购物清单，把真正需要的物品提前列好，不随意跟风消费和盲目消费，

控制好消费欲。“最后建议学生们要规划好时间，‘双十一’商品折

扣、满减等有的很复杂，比较牵扯精力，要安排好网购时间，把时间

多用在学习主业上。”

(资料来源：王龙龙、李华锡.大学生“双十一”消费调查：近八成消费不足 700 元，超五成担心商品

质量[EB/OL]. 中国青年网,http://edu.youth.cn/jyzx/jyxw/201911/t20191112_12116906.htm)

评析：该例文引自中国青年网《大学生“双十一”消费调查：近

八成消费不足 700 元，超五成担心商品质量》 作者：王龙龙、李华

锡。例文所选话题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与同学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标题精准点题，前言说明了调查背景和目的；主体部分利用图

标让调查数据更为清晰直观地展现出来；结尾调查结论针对性强，起

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