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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调查报告 

    随着个人的素质不断提高，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其

在写作上有一定的技巧。为了让您不再为写报告头疼，以下是整理的

中国消费调查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中国消费调查报告 1  

    近日，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正式发布《中国玩具消费调查报

告 20xx》。整个调查历时一个月，覆盖全国各级城市，主要针对儿童

年龄在 0-12 岁且近三个月中为其购买过玩具的消费者。《报告》全面

记录了不同城市、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家庭月收入消费者购

买玩具的情况，涉及不同品类、价位、场所，年度购买次数及支出，

玩具品牌认知度及实际购买玩具品牌排名、儿童业余和社交时间安排

等，系统、全面反映出中国玩具消费特征与趋势。  

    玩具消费调查每年一次，今年已是第四次，旨在帮助玩具生产企

业、品牌商、国际品牌代理商、渠道商等，把握中国玩具消费市场脉

搏，为未来进行产品研发、品牌合作、结构调整、渠道拓展及形象宣

传等提供权威决策参考。与往年调查报告相比，今年《报告》有以下

几大特点。  

    1、 数据分析维度更加多元化  

    与往年调查报告相比，今年《报告》的突出变化是，数据统计和

报告分析的维度更加多元化，这是基于中国市场庞大，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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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各级城市及家庭月收入差异较大所作出的细分调整，更能让

玩具行业从业者掌握不同级别城市、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消费者玩

具认知、购买以及年度支出情况，为企业进行玩具产品研发、品牌定

位宣传及不同城市、不同形态、不同人群的渠道拓展提供了权威的决

策依据。  

    2、 调查品类细分更加国际化、科学化  

    今年，在调查问卷设计之初，协会广泛征求 NPD 等国际知名调

研机构意见，并查询国际通行的玩具品类划分规则，首次将玩具划分

为 11 大类别，分别为婴幼儿玩具、娃娃、毛绒玩具、电子类玩具、

建筑类与构造类玩具、DIY创意类玩具、游戏类玩具、模型、户外运

动类玩具、动作人偶、遥控类玩具等，使玩具企业在市场中清楚地找

到自己的坐标，对比自身与竞争对手的发展情况，从而准确进行市场

定位和活动开展。  

    3、 网络首次成为玩具消费第一渠道  

    20xx 年网络渠道首次超过超市/大卖场、百货商场等，雄踞消费

者获取玩具信息、实际购买玩  

    具的第一渠道。《报告》统计显示，20xx年，五个玩具消费者中

就有两个选择通过网络渠道购买玩具，这个比例比 20xx年高出14%，

这也是其连续两年保持 10% 以上的增速。《报告》清晰地反映出渠道

的发展和变化，为生产企业、品牌商及经销商进行渠道选择、拓展、

组合等，以及借势渠道进行产品和形象传播与推广均提供了最佳参考。  

    4、价格不是玩具企业竞争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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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认知有所不同，虽然网络渠道已成为第一消费渠道，但《报

告》显示消费者购买低价位玩具的比例并没有大幅增加，20xx 年有

28%的消费者选购了 50 元以下的玩具，仅比 20xx 年增长 4%，这说

明消费者为孩子选购玩具时，“价格”不是第一考虑因素。同时，这从

《报告》“玩具消费注重因素”统计数据也能得到很好的印证，20xx年

“质量与安全”是消费者首选要素，比例高达 78%， “功能”因素位居第

二位。  

    5、 不同级别城市呈现不同玩具消费特征  

    中国市场庞大，不同级别城市呈现出不同的消费特征。《报告》

显示，在购买价位上，一线城市消费者购买 200 元以上中高价位玩具

的比例比二、三线城市分别高出 4%、7%;在场所选择上，一线城市选

择百货商场和网络渠道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而在购买品类上，

为孩子选择遥控类和电子类玩具的比例，三线城市则高于一、二线城

市。此外，《报告》还显示出不同级别城市消费者在“玩具消费注重因

素”、“年度购买玩具次数”、“年度玩具支出”、“对玩具的品牌认知度”

以及“玩具品牌认知度排名”等方面的差异。  

中国消费调查报告 2 

    一.问题提出  

    现今大学生消费问题一日渐成为一个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大学

生作为一给特殊的群体，处于校园与社会交界处，脱离了父母，开始

经济独立，独自生活.大学是一个精彩的世界.社会生活又是充满诱惑

的对大学生的消费都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不免回存在一些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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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消费甚至是消费问题.为了弄清楚大学生的消费问题，我们对学

校的同学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弄清楚大学生话多少钱，怎样的花钱，

他们的消费中有哪些问题，应该怎样的去改进这些问题.  

    二.问卷情况  

    这次问卷调查主要面向学校大一新生.我们向全校发放了五百份

问卷调查表，有效收回四百份.  

    从中选出 124 分进行了统计分析  

    三.数据统计和分析  

    1.总消费额  

    从统计结果来看，总消费额集中在 201—400 和 400—600 之间，

这个数据从现实表面来看是较低的，正常应该是集中在 500—700 之

间，这个才符合正态分布规律.  

    2.主要消费  

    从统计结果来看，大学生的主要消费还是用与吃的方面，处于

200—300 和 300 以上的分别占了 42%和 35%.从这点来看，大学生生

活的恩格尔系数是较高的，准确说目前大学生的生活还处于”温饱”状

态  

    3.其他开支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的消费除了吃的方面的花费，其他主要

都用在了上网.电话费和购买日常用品.大学里的手机普遍率很高，同

学有分散在各地，平时联系较多，而这一现象在大一新生中尤为明显.  

    4.生活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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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 82% 的同学的生活非是全部来自父母.只有

极少数的同学选择兼职，正是由于钱来自于父母，形成了一种依赖，

花钱也毫无顾忌了.有的同学打工的目的也不是在为了减轻父母的负

担，而是在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会阅历，这是中国大学生中的一种现状.  

    四.更进一步思考  

    现在的校园与社会已经没有了围墙，与社会的广泛接触，使得中

国的广大学子正在接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学校园内也正在形成带

有层次性的消费群体，形成着不同的消费观念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了价

值取向.思维结构的不同，也体现出了地区经济的差异.  

    1.以理性消费为主  

    从调查，与同学的交流可以看出，大多数同学还是在进行着实际.

理性的消费.价格.质量.潮流是影响大学生消费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

中国大学生的消费来源基本上都是来自父母，每个月的消费并不是无

限度的，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消费的恩格贰系数是很

高的，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都还处于”温饱”状态.所以他们在购买东西

时必定先考虑到商品的性价比，然后才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但消费趋势是在慢慢变化的，许多同学的消费已在想”小康”过度，

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已在慢慢增加，这也可以从许多同学在月底出现”

经济危机”可以看出.  

    2 消费的两极化  

    在整个的调查问卷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同学的消费是处于两个

端点.家庭收入高的同学在物质方面的生活就更丰富，电脑.手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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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而贫困声同学去仍在为每月的伙食费发愁，使得大学校园出现

了不同层次的生活状况  

    3.消费结构的不合理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同学们的消费结构很不平衡，吃饭，

通讯.日用品费用占了很大部分.而在学习上的花费却是少之又少，而

其中男女在吃上面的消费又不同，男生体力消耗大，吃的方面很注重，

而许多的女生为了保持体形而节食，把大多数的钱花在了衣服.化妆

品上面.  

    4.经济独立意识较薄  

    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习惯了依赖父母，打工的目的也不会是为了补

贴生活费，而绝大多数都是在为了增加见识.经济上呈现出了一种依

赖性，而没有了独立，在经济上处于被动.调查显示，只有 28% 的同

学有记帐习惯.对于钱他们只是一味的在花，没有预算，没有想到自

己去获取，自己在钱上面取得真正的自主权  

    五.大学生消费的心理行为和引起的原因  

    1.大学生消费的结构的不合理.无计划的消费主要还是由大学生

所处的位置所引起的大学生是处于与社会没”围墙”的校园，与社会正

进行着广泛的接触，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诱人的，使得许多同学都

想去一一尝试，这就很容易在学生中形成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出现攀

比的现象.这有着学生自己的原因，也有着社会的原因  

    2.父母对子女的错误引导，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

是孩子最先效仿的对象，父母如果在消费上面盲目，那孩子又咋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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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榜样呢  

    3.学校教育的不完善.在对于大学生消费问题，学校是应该最先做

出反映的，对这方面的教育还不足.学校对学生消费的心理行为的指

导还不够.没有把学生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六.结论  

    从调查结果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大学生消费中还出现着很大的

问题，大学生的消费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哪些可以提倡.哪些要坚

决杜绝.都还不清楚.总体上说大学生的消费还处于一个成长健全的时

期，各种现象都会出现，只要正确的指导，留下合理的抛开盲目的东

西.大学生的消费必定回走向合理化.  

中国消费调查报告 3 

    调查时间;20xx年  

    调查地点：中国  

    调查内容：中国消费者一季度消费意愿  

    调查对象：中国消费者  

    尼尔森 xx日发布了 20xx年一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显

示，一季度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回升至 39 点，为 9 个季度以来的

最高水平。  

    调查报告显示，xx%的中国消费者表示，未来三个月计划增加在

食品饮料类快速消费品上的支出;近 15% 的消费者表示，将增加非食

品饮料类快速消费品上的支出。其中，近五成(45%)的一线城市消费

者计划增加在食品饮料类快速消费品上的支出;近四成的消费者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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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非食品类快速消费品上的支出。  

    调查报告同时显示，一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108 点，与

20xx年四季度持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15 点(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 点)。尼尔森消费者信心指数以高于或低于 100 作为标准，其中，

高于 100 表示乐观，低于 100 则表示相对悲观。  

    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严旋分析说，与前一季度相比，中国消费者

的就业前景、个人经济状况和消费意愿均保持稳定，这表明消费者对

中国整体经济持有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则在当日出席“尼尔森中国消

费者 360”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仅是短期低迷，而非趋势

性变化，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仍会较快速增长，消费也会出现乐观的

增长。城镇化将会是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重要因素，且与以

往产业发展推动的劳动力为主的城镇化模式不同，未来将会是以消费

升级推动的非劳动人口城镇化。  

    宋立在演讲中还表示，过去 10 年中国的顺差率、消费率、投资

率等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并不高，且通过对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国家的相关数据比较也支撑了上述判断。“中国经济

主要靠内需拉动，从来如此。”宋立说，但这个内需中消费和投资占

据了约 92%，与其他区域和国家相比，过去 10 年数据显示中国消费

率偏低、但投资率明显过高。  

    而对于如何扩大消费，宋立认为，可以从城市、城镇、农村各个

方面着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得以避免“硬着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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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模式是，产业发展推动的以劳动力为主的城镇化;而现在

的模式将是，消费升级推动的非劳动人口城镇化，具体包括：服务导

向型农民工家属城镇化、消费升级型农村先富人口城镇化、以及消费

升级型城镇人口大城市化。”宋立说。  

    宋立还表示，扩大消费的着力点会集中在城市、农村等不同地区

的人均耐用消费品上，如家电等。  

    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严旋则预计，20xx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从目

前的 50%提升至 60%，人口迁移将达到 10%，而这种改变对于经济结

构调整、扩大消费意义重大。  

中国消费调查报告 4 

    一、调查说明  

    伴随着经济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疲软，奢侈品市场一度一蹶不振，

然而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蒸蒸日上却给奢侈品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20xx年1月，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xx年12月底，

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 126 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

与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 28% ，中国已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

侈品消费国家。奢侈品是许多品类商品的总称，包括包、香水、化妆

品、服饰、车等等，虽然它们统称为奢侈品，具有一定的共性，但事

实上各种品类之间好似又有着各自的不同。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

增强，居民的奢侈品消费能力日益凸显，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消费势头

依然不减，中国在全世界奢侈品消费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二、奢侈品消费项目和认知情况  



 

    

档化妆品、名牌皮具、名表、珠宝首饰，较多的人认为名表、名车、

飞机、游艇、珠宝首饰、名牌皮具应属于奢侈品的范围。对比来看，

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最多的是名牌服装和高档化妆品，而中国居民把它

们看作是奢侈品的并不在多数，原因可能在于这两类产品的价格相对

较低，功用更为普遍，用户很容易实现购买。名牌皮具、名表、珠宝

首饰的认知和购买率均靠前，但二者的差值明显，表明消费者对三类

产品的认知水平较高，但购买力还略显不足。国人普遍认为名车、飞

机和游艇为奢侈品，可能因为其高昂的价格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真正购买的消费者寥寥无几。  

    不同人群的购买力、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不尽相同，从而其消费

情况项目也存在差异。经统计，被调查者平均每人购买过的奢侈品数

量约为 3.3种，其中女性多于男性，25-34 岁和 35-50 岁年龄段消费

者高于 15-24 岁消费者，同时随着学历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

者购买的奢侈品数量也在增加。  

    从具体消费项目来看，女性消费者购买高档化妆品、珠宝首饰、

名牌服装和出国旅游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而男性在名酒方面表现出

非常强的偏好；25-34 岁、35-50 岁年龄段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名牌

皮具、珠宝首饰、名表和名酒，年轻消费者购买高档端化妆品的明显

偏多；收入和学历水平越高，购买各类奢侈品的比例也越高；从不同

职业来看，企业/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购买名牌手表的比例更高，

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则是名酒和专业户外用品的最重要消



 

  

    在问及奢侈品进入中国后的做法时，被调查者的观点较为一致，

普遍的看法是既要保持与国际接轨，也要考虑体现中国特色。  

    三、奢侈品、信用卡消费额度  

    被调查人群中约 87%的比例至少拥有一块手表，拥有的最新手表

的平均价位为 1.42万元，同时表示过去半年购买过黄金首饰和皮具

的比例也均约为 87%，他们在两个项目上的平均支出分别为 1.42万

元和 0.7万元。  

    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在各类产品上的开支均低于平均水平，结合

不同用户对各类奢侈品的消费情况，可以发现奢侈品的消费者主要集

中在少数的高端人群。  

    不同用户在各项目上的消费情况  

    注：手表为渗透率和最新手表的价格，其它三类产品为过去半年

的购买比例和支出。    信用卡的使用日益普遍，此次调查也显示所

有被调查者均使用过信用卡，他们平均每月消费金额约为 6000 元，

但大部分用户消费额度并不高，月消费 5 千元以下的被访者约占 2/3。

总体来看，35-50 岁年龄段的信用卡消费额度最高，消费额度与学历

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基本成正相关。各职位中，企业/公司高层管理

人员的消费额度最高。  

    信用卡消费金额分布  

    不同用户信用卡平均消费金额  

    四、奢侈品消费习惯  



 

    而 15-24 岁人群

获得奢侈品的主要渠道还包括花父母钱购买，该年龄段人群刚刚或尚

未参加工作，他们的经济来源有限，从而购买奢侈品更多地依靠家庭

其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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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是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障日，xx发布了国内化工行业采供

供应商务交易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作为工业基础原料之一，化工类产品在国民生产活动中的采购行

为是非常频繁的。跟据中国石化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

石化协会跟踪的 60 余种(类)重点石化产品产量较同期相比，天然气增

长 8%，原油加工量增长 6.4%，成品油增长 7.8%，化肥增长 14.3%，

农药增长 12% ，乙烯增长 3.6%，合成树脂增长 8.7%，合成纤维单体

及聚合物增长 10% ，轮胎外胎增长 15.6%。以上利好数据均显示出国

内化工行业蓬勃向荣的健康发展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具有一定技术

含量和规模支持的特殊产业，化工行业的采购交易和技术应用，在一

定程度上也具有风险。  

    为了及时的反馈化工行业消费行为，并将行业消费的现状和突出

问题反馈行业，真正做到“取之消费者，服务全行业”的宗旨，xx 在

20xx年启动了“月月 315”项目，每月对化工交易欺诈和质量缺陷等负

面时间进行网络曝光，并及时跟进事件的维权进展。  

    在 20xx年3月初，xx在网上开展“化工行业消费满意度调查”了，

调查得到了化工行业从业者和网民的大力支持，两周时间收到的有效



 

140 家。调查从总体满意度、质量问题、投诉处理以及

随机样本调查等不同和角度出发，从整体上基本可以把握中国化工行

业市场的消费满意度情况。从调查数据的显示来看，中国化工行业市

场的整体消费满意度比较理想。  

    一、化工采购和消费环境整体向好 虚假广告和性能低于预期是

主要问题  

    网友的投票统计显示，对化工行业商务交易的总体满意度投“非

常满意”的投票达到 32.26%，“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

意”的投票分别为 21.94%、21.29%、12.90%和 11.61%。该项调查呈现

两个特点，一是整体的满意度达到 75.59%，说明化工市场的交易环

境和消费行为还是处于良性运转的;二是“非常不满意”的比率较为突

出，也说明行业的欺诈行为还是明显存在的。  

    从对不愉快的消费统计来看，34.19%的人表示没有印象深刻的不

愉快消费经历;但是也有 25.81%的人认为目前化工市场中，虚假广告

较多，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做出正确选择;除此之外 25.16%采购方因

为产品没有达到预期性能，而导致消费失败;另外认为化工售后服务

跟不上的消费者也有 14.84%。  

    二、投诉权使用率偏低 消费投诉结果满意度不高  

    在对化工行业消费者的维权调查的数据，则与民用消费维权情况

基本类似。首先是消费方不重视投诉权，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但是

没有投诉的情况占到调查比例的 18.71%，对于投诉处理的满意度方

面，“满意”和“非常满意”两项的合计为 47.74%，不足一半。从随机样



 

因为化工原料具有工业属性，因此消费者协会

对此类事件无法处理，而从工商部门的维权角度出发，没有足够的证

据和翔实的记录，相关部门也很难开展有效的调查和调解。这也是化

工行业对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不高的原因。  

    三、日化最受百姓关注 遭投诉品牌保持沉默  

    在化工行业的百姓消费维权投诉中，日化和精化两大类型的投诉

量居高不下，尤以 20xx年发生的，与婴幼儿相关的“强生”婴儿用品“含

毒门”最为突出。20xx年 3 月，强生、帮宝适婴儿卫浴产品被国外一

消费维权组织质疑含有甲醛等有毒物质，同时国内出现部分婴儿使用

者皮肤红肿等过敏症状。随后多家网站和媒体进行了曝光和跟踪报道，

但强生始终坚持认为“产品的安全性被曲解”，该事件也一直悬而未决。

从 xx的专题显示，约有 2331 名调查者称“不再信任强生等卫浴产品”，

有 2693 名调查者“不再购买同品牌的卫浴产品”，持否定态度的消费

者占调查人数的 50%，这一点不可谓不令人吃惊。  

    四、买卖通商铺大型企业电子商务信任度高  

    本次调查中，编辑还随机抽取部分化工企业的买卖通商铺，让消

费者进行了诚信度的评选。随机抽取的几家商铺中，从规模大小各有

不同。但是从调查结果的数据显示，例如“云天化”和“烟台万华”这样

的大规模化工集团型供应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这一数据也客观反

映了作为消费者，或者是采购方，在消费和采购过程中对于供货方的

资质更多的是从规模和企业知名度方面考虑。虽然这一判断有其片面

性，但是却得到了消费者一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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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肥对于粮食增产、农业增收以及保持土壤肥力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人们已经认识到土壤肥力保持对作物产量的重要性。但是，

大量化学肥料以各种形式投入到土壤中，也造成了诸如环境压力等问

题。  

    肥料的基本特征  

    肥料具有三种特征。首先，肥料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提供作物养分，

是作物生长的“粮食”。但不同养分具有不同的特征。氮肥来源多样，

转化复杂，去向多样，存在环境风险，作物产量对养分缺乏反应敏感;

磷养分在土壤中有效性低，具有长期的后效，作物产量品质对磷肥反

应敏感相对较差。因此，氮肥的优化管理必须实时、实地精确监控，

磷钾肥可以实地恒量监控，而中微量元素肥料推荐要因缺补缺。第二

种特征，化肥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要在生产、销售与流通中实现价值。

化肥具有数量大、价值低，全年生产、季节施用，集中生产、分散施

用，消费者是农民等特殊性。第三种特征，化肥可影响社会发展。肥

料决定作物增产和粮食安全，肥料生产需要资源，肥料生产和施用关

乎生态环境，肥料影响三农发展，肥料关系到农产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中国肥料消费现状分析  

    首先，中国肥料生产与消费快速增长，但化肥施用存在问题。我

们用世界 9%的耕地养活了 22%的人口，但不可忽视的是，还消费了

世界 30% 的化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近 30 年

来，世界化肥增长有一半贡献来自中国，是世界化肥生产增速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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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另外，中国是世界重要的化肥出口国，化肥能否出口直接影响

到世界化肥市场的供需平衡。从化肥消费情况看，中国化肥消费总量

和单位面积用量都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中国小麦、玉米和水稻施肥量

及产量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但产量相对较低。如中国小麦氮

肥施用量每公顷比法国高 118 公斤，磷肥高出 23 公斤，而钾肥少 46

公斤，但中国小麦每公顷产量比法国低约 1500 公斤。  

    其次，区域化肥消费特点多样，不同品种化肥消费各异。20xx

年各区域化肥消费以氮肥为主，磷复肥为辅，除西北区外，各区氮肥、

磷肥消费量保持稳定，而钾肥、复合肥均呈快速增长态势。  

    最后，化肥施用以粮食作物为主，均在 50%左右。与推荐施肥量

相比，部分作物氮肥、磷肥施用过量，但钾肥用量仍需增加。化肥消

费品种以尿素、碳酸氢铵、磷酸二铵、复合肥、过磷酸钙为主，化肥

消费主要集中在 3～7 月、10 月份。从 20xx年中国氮肥消费情况看，

粮食消费占到了 55% 、蔬菜消费占到了 17% 、水果消费占到了 14%，

其他作物占到了 14%;磷肥消费，粮食占到 49%，蔬菜占到 17%，水

果占到 16%，其他作物占到 18%;钾肥消费，水稻占到 77%，蔬菜占

19% 、果树占 30% ，其他占 15% 。  

    现代肥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化肥是科学家和政府部门一直关心的问题。首

先，要摸清各区域化肥消费结构、施肥水平、化肥施用方式、化肥施

用时间;其次，还要摸清各区域化肥企业供给能力和化肥品种结构;最

后，摸清各区域化肥供需平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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