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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科技的不断进步，高职

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他们是消费市

场的重要参与者，其消费行为不仅影响个人财务状况，

也对市场供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了解高职大学

生的消费方式、购买偏好以及影响因素，对于引导他们

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校园零售大数据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记录了大

学生在校园内的消费行为 [1]。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

揭示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的习惯、偏好、季节

性变化等信息，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政策、商业决策

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校园零售大数据，

探索高职大学生的消费方式，为培育正确的消费观提供

实证研究的支持。

一、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高职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购买

偏好，探究其消费方式的特点和趋势，为高职院校提供

更加科学的教学建议，引导学生形成理性、可持续的消

费观念。本研究将针对高职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和购买偏

好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相关教育和管理部门提供决策

参考。本研究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访

谈以及利用校园零售数据的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深入

研究高职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具体而言：

（1）通过问卷调查，收集高职大学生的消费观念、

购买偏好等信息，定量分析不同群体的消费差异；

（2）运用访谈方法，深入了解高职大学生的消费心

理、行为动因等，为定量分析提供更加翔实的背景；

（3）利用校园零售数据，从消费时间线、消费观念、

多重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定量和定性研究，全面呈现高

职大学生的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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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整体研究框架围绕数据采集、问卷设计和

访谈等环节展开，旨在深入探究基于校园零售大数据的

高职大学生消费方式。数据采集环节将获取校园零售大

数据、开展问卷调查和安排访谈，为后续数据分析提供

支持。问卷调查和访谈环节将关注大学生的消费观念、

购买偏好以及影响因素，以获取定性和定量数据。数据

分析环节将运用合适的方法对校园零售大数据、问卷调

查和访谈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以揭示高职大学生消费

方式的实证特征和趋势。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三、零售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 数据采集

本研究将采用多种数据源进行数据采集，以全面了

解高职大学生的消费方式。首先，校园零售大数据将

从校内实体超市（校内实训基地）和菜鸟驿站的网

购消费数据中获取。其次，通过设计问卷调查，覆

盖全校园的一万三千余名在校大学生，深入了解他

们的消费观、消费偏好和购买意向。同时，将安排

访谈环节，与部分学生进行深入交流，以获取更具体的

消费行为和动机信息 [2]。

（二）  数据分析方法

（1）数据挖掘技术与购物篮分析： 我们将运用数

据挖掘技术，特别是购物篮分析方法，来深入探究高职

大学生的消费习惯。购物篮分析将使我们能够发现消费

者在同一购物篮内同时购买的商品，从而揭示出购买模

式、消费时间线以及购买品类偏好等规律。这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并发现可能存在的关

联购买行为。

（2）统计分析方法： 对于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将

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我

们将总结问卷数据的基本特征，例如平均数、中位数、

标准差等，以获得有关消费观念、购买偏好等方面的整

体情况。此外，我们还将进行相关分析，以探索不同变

量之间的关系，比如消费观念与购买偏好之间的相关性，

从而更好地解释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

（3）内容分析： 针对访谈数据，我们将采用内容

分析方法。通过系统性的内容分析，我们将识别并提取

访谈数据中的关键主题、模式和意义。这将帮助我们深

入了解高职大学生的消费动机、购买决策的背后逻辑，

以及可能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职大学生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通过对消费行为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高

职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特征。从表 1 中可以观察到，大一、

大二和大三学生的平均月消费存在差异，其中大二学生

的平均月消费最高，为 1425.67 元，而大三学生的平均

月消费最低，为 1250.45 元。此差异可能与不同年级学

生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消费偏好有关。

校内食堂费用和零食及校外饮食费用也在不同年级

之间呈现出差异。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在校内食堂的

平均花费分别为 290.56 元、310.12 元和 280.78 元，

而在零食及校外饮食方面，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的平

均花费分别为 150.27 元、155.89 元和 145.34 元。这

些差异可能受到学生的消费意愿、口味偏好以及生活习

惯的影响，见表 1。

                       表 1  年级差异比较

指标
大一
（ 人
数）

大二
（ 人
数）

大三
（ 人
数）

平均值
（大一）

平均值
（大二）

平均值
（大三）

平均月
消费

100 200 80 1300.23 1425.67 1250.45

校内食
堂费用

120 150 60 290.56 310.12 280.78

零食及
校外饮
食费用

90 100 50 150.27 155.89 1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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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线消费比较

在特定的时间段，如节假日和工作日，消费金额呈现

出明显的波动。以 5 月份为例，在劳动节期间，消费金

额达到了 285000 元，而在 2022 年 5 月 2 日和 5 月 3 日，

消费金额分别为 178000 元和 182000 元。类似地，端午

节和中秋节也伴随着消费金额的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节

假日期间商家推出促销活动，吸引了学生的消费，见图 2。

                   图 2 月消费分布柱状图

（三）空间消费比较

通过对线上线下消费渠道的商品类别占比和消费金

额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商品在不同渠道下的销

售情况。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服装服饰、手机数码等商

品在线上销售中占比较高，分别为 27% 和 22%，而图

书音像、运动户外等商品则在线下消费中占比较大，分

别为 11% 和 5%。这可能是因为服装和手机等商品在线

上销售更为方便，而图书音像、运动户外等商品更适合

线下购买。如图 3 所示：

（四）性别消费差异

本节通过表格 2 和图 4、图 5，对男女生的消费行

为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下是相关结果的解读：

                          表 2 性别差异比较

指标
男 性
（ 样
本数）

女 性
（ 样
本数）

平 均 值
（男性）

平 均 值
（女性）

t 值 p 值

平均月
消费

350 420 1357.21 1378.89 -0.915 0.361

校内食
堂费用

320 380 320.95 315.78 0.624 0.533

零食及
校外饮
食费用

410 390 182.75 187.36 -0.773 0.441

通过消费偏好指数表格，我们观察到男女生在不同

商品类别上存在一定的偏好差异。具体来说：

             图 4 男女生消费品类偏好对比图

服装服饰、箱包饰品和美容护肤：女生在这些商品

类别上的偏好指数显著高于男生，分别为 0.9、0.8 和 0.9。

这可能与女生在时尚、美容方面的兴趣较高有关。

电子电器和运动健身：相比之下，男生在电子电器

和运动健身商品类别上的偏好指数分别为 0.9 和 0.8，

高于女生。这可能反映了男生对科技和运动类产品的较

高兴趣。

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和食品保健：在这些商品类别上，                       图 3 消费来源结构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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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的偏好指数相对接近，显示出较少的性别差异。

          图 5 男女生消费决策因素比较图

通过决策因素比较，我们深入了解了不同性别学生

在消费决策上的差异：

品牌影响、价格影响和质量影响：女生对品牌影响、

价格影响和质量影响的程度相对高，分别为 0.8、0.7

和 0.9。这可能反映了女生对商品的品质和品牌认知更

为敏感。

口碑影响、促销影响和外观影响：同时，女生对口

碑影响、促销影响和外观影响的程度也较高，分别为 0.8、

0.9 和 0.8。这表明女生更倾向于受到其他消费者评价、

促销活动以及商品外观的影响。

功能影响和情怀影响： 在功能影响方面，男生

的影响程度较高，而情怀影响方面，女生的影响程

度稍高。

这些差异可能受到性别心理、社会因素以及文化背

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探讨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

深入理解不同性别学生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

（五）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影响消费决策的因素相关性热力图和重要性

排序图，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因素对学生消费

决策的影响。

      图 6 影响消费决策的因素相关性热力图

            图 7 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图

影响因素的关联性： 通过热力图 6 所示，我们可以

观察不同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例如，价格和质量之间

的关联性较强，这可能意味着消费者在考虑购买时更加

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

影响因素的重要性：重要性排序图显示了不同因素

对消费决策的相对影响程度。价格、质量和品牌等因素

被认为是影响程度较高的因素，这与消费者通常会在购

买时考虑的主要因素相符，见图 7。

（六） 消费观念分析

消费观念维度：通过图表中的消费观念维度评分，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维度的评分情况。理性消费、品质至

上、价值感受、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评分提

供了关于学生消费态度和价值观的深入洞察，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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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消费观念调查结果图

五、针对高职大学生消费教育的建议

（一） 培养消费观念

结合消费观念分析，学校可以开设相关的消费教

育课程，帮助学生理性认识消费，注重商品品质和

价值，提升消费者的整体消费观念。众多研究表明，

消费教育对学生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具有积极影响 [3]。

在这些课程中，可以引入实际案例，通过分析成功

和失败的消费故事，帮助学生认识到消费行为的后

果和影响。此外，借鉴大学生消费观念培养的先进

经验，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消费的理性认知和判断能

力。

（二）时间管理与消费规划

时间线消费现象表明，特定节假日或工作日可能

引发消费高峰。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消费，学

校可以在课程中强调时间管理和消费规划的重要性。

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合理规划购物时间，以及如何制

定消费预算，以避免过度消费 。此外，结合实际情况，

学校可以组织消费规划竞赛或项目，鼓励学生制定

详细的消费计划，从而培养他们在面对各种消费场

景时的灵活应对能力 [4]。

（三）消费决策辅导

根据性别消费差异的发现，学校可以开展有针对性

的消费决策辅导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对商品品质、价格、

品牌等方面的辨识能力。通过模拟购物场景和角色扮演，

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因素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培

养其理性购物和合理消费的能力。同时，邀请行业专家

分享市场信息和购物技巧，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辨识营

销手段，提高消费决策的自主性。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高职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实证

研究，深入分析了其消费特点、时间线消费、性别消

费差异、影响因素以及消费观念等方面。通过持续

的研究努力，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对高职大学生消

费行为的认知，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

消费教育和指导，这将有助于培养学生更加理性、

负责任的消费观念，使他们在面对各种消费场景时

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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