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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卷烟消费行为与心理动机调查研究

段　辉，李婷婷，王振东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以云南省呈贡大学城４所高等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行为与心理动
机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现象在校园内十分普遍，吸烟频率较高，多集中于宿舍内

吸烟，并呈现年级的差异性，同时，学生的经济来源是制约其卷烟消费的最主要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开
展健康教育活动提升学生自我禁烟意识；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校方

应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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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品质
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绿色生活、健康生活．因
此，卷烟消费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我
国烟草市场十分庞大，且呈现消费多样化、品牌集中

化、竞争国际化的特点［１］．据相关数据［２］显示，２０１４
年１月～９月，我国卷烟工业产量达到３９７２０５万箱，
商业销售达到３９６５７５万箱，烟民人数总量达到３５
亿人，并且还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作为青年主力
的大学生，由于他们对卷烟消费问题呈现出年轻化、

攀比化、传染化等倾向，使其成为新增烟民的重要组

成部分．若不加以有效干预则会严重损害他们的身心
健康，也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诱导着大学生从接受卷

烟到变成烟民呢？大学生卷烟消费行为又是出于什

么目的呢？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利于对

我国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管

控，更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以及文明素质的提

升．因此，本文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大学城内的
４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行为与心理动机调
查分析，旨在为云南省高等院校制定针对大学生的

相关烟草消费管控措施提供合理化建议．

１　文献回顾

毛正中等［３］从烟草价格调控的角度，探讨了青少

年烟草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认为青少年的吸烟参与

价格弹性和吸烟量的价格弹性均远远高于成年吸烟



者．顾海等［４］依据我国烟民不同的职业类别以及卷烟

消费单价的不同，从职业声望的角度探讨了烟民烟草

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认为有差别性的征收卷烟税是

我国有效开展控烟工作的必要选择．许信红等［５］以广

州市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在校大学生的烟草知

识、态度进行研究，提出广州市大学生对烟草相关知

识知晓率普遍不高，不吸烟者知晓率要高于吸烟者，

性别、年级、户籍、收入以及父母的文化程度等都是烟

草知识知晓的重要相关因素的观点．戚刚［６］对消费者

卷烟品牌忠诚度进行了研究，提出消费者卷烟品牌倾

向度、卷烟品牌的满意度对其购买卷烟有着正相关影

响的观点．唐伟凤等［７］对邵阳学院在校大学生卷烟消

费行为和心理动机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大学生卷烟

消费水平与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以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大学城中的云南大学、云

南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４所高
等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本次调
查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调查对象也包括在校的

研究生群体，这是因为研究生工作也属于学校日常

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虽然有部分研究生曾参加过社

会工作，但攻读研究生学位后其依然属于学生群体．
２２　方法
２２１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大量有关在校大学生、烟民卷烟消费行

为及心理动机方面的研究文献，为本研究提供数据

资料和理论支撑．
２２２　问卷调查法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并结合专家意见，设计了

在校大学卷烟消费行为与心理动机调查表．问卷共
分为两个部分，１４个题项．前１０题是单选题，主要
调查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年级和吸烟频率等特

征，以及对吸烟行为的感知与看法；后 ４题为多选
题，主要侧重于对被调查者卷烟消费的品牌、口味以

及受影响的环境因素的调查．问卷设计完成后，向４
所高等院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发放，发放问卷共

４００份，回收３６８份，剔除一些信息不完整的问卷，
有效问卷为３４２份，有效率达８５５％．
２２３　数理统计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及统

计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情况
３１１　在校大学生吸烟现象日益普遍

由下表１可以看出，吸烟的在校大学生有２５６
人，未吸过烟的学生人数只有８６人，吸烟人数占总
调查人数的７４８５％．同时，吸烟人群中男同学为主
体部分，占 ９４５％，女同学吸烟的人数较少，占
５５％．在所调查的男同学中，吸烟者占大部分，与不
吸烟的学生人数相比，吸烟的男生占８７４％，相当
于在整个男同学群体中，有４／５的男生吸烟．显然，
从整体上看，在校大学生吸烟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吸

烟行为已经被更多学生所接受，特别是男生．
表１　在校大学生吸烟情况调查统计

项目 男生 女生

吸烟人数／人 ２４２ １４

未吸烟人数／人 ３５ ５１

合计／人 ２７７ ６５

３１２　卷烟消费呈现年级差异性
通过对在校大一 ～大四和研究生的烟龄进行

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的烟龄基本上都在半年以

上，其中呈现出年级越高，烟龄越长的趋势．从下
图１可以得出，在校的大四学生和研究生的烟龄
超过 ３ａ的人数比例较大，超过年级调查人数的
１／２，其中研究生表现最为突出，占整个研究生调
查群体的６０００％；而大二、大三的在校大学吸烟
人群的烟龄大部分在１～３ａ之间，其中大二学生
烟龄在１～３ａ之间的人数所占比例为８７５０％，大
三的为７０００％；大一的在校学生的烟龄相比其他
年级则最短，烟龄为 ０５～１ａ占主要部分，达
６６６７％．因此，从烟龄的角度来看，在校大学生对
卷烟的消费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性，表现出高年

级烟龄长，低年级烟龄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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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卷烟消费价格呈现差异性
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在校大学生在卷烟消费主

要是购买红塔山、云烟、双喜、中南海、中华、万宝路

等６个品牌的香烟，其中红塔山、云烟和双喜的消费
比例较大，有２８４８％的大学生选择消费红塔山品
牌的香烟，２５１７％的选择消费云烟，２４５０％的选择
消费双喜（如下图２所示）．

从整个卷烟消费品牌看，在校大学生绝大部

分选择消费的卷烟品牌都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品

牌，同时卷烟价格一般都在 １０～２０元之内，只有
１２％的学生卷烟消费的金额在２０元以上（如下表
２所示）．这充分说明在学生人群中，卷烟消费处于
低水平的状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卷

烟品牌方面，一般都是选择常见的中低端品牌，且

低端品牌最为常见；另一方面是卷烟价格消费不

高，一般都集中选择价格便宜型的香烟系列．而这
种低水平的卷烟消费状况是由学生人群无稳定收

入来源、生活环境等因素所决定的．

表２　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价位比例

价格区间 １０元以下 １０～２０元 ２０元以上

比例／％ １５ ７３ １２

３１４　卷烟消费频率相对较高
从下图３可以看出，大学生每日吸食香烟量在

１～５支之间的占 ５３０％，在 ５～１０支之间的占
６２５％，１０～１５支的占 ３１２５％，在 １５～２０支占
４１３７％，２０支以上的占１５８３％．此外，在校大学
生每日吸食香烟数量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状

况，即吸食香烟数量在１０支 ～２０支之间的人数相
对较多，占总调查人数的７２６２％．这充分说明，目
前在校大学生吸食香烟的频率相对较高，有不少

学生已经形成严重的烟瘾．
３２　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的行为特征
３２１　宿舍是大学生吸烟的重要场所

由下表３可知，大学生在校园内的主要吸烟场

所是宿舍，其比例占４３％，其次是集体聚会、就餐
的时候，占 ３０％．这是由于大学校园环境比较宽
松、自由，大学生可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和活

动时间．同时，由于学生宿舍可能会出现生活习惯
感染的现象，在宿舍吸烟的行为可以形成“片群”

效应，使学生之间相互效仿．再者，宿舍是大学生
的私人活动场所，一般学校的宿管、老师很少去严

格管制学生的行为，因此，学生宿舍为大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自由吸食香烟的机会．
表３　在校大学生吸烟场所比例

场所 学生宿舍 聚会、就餐 教学楼 娱乐场所 校园道路

比率／％ ４３ ３０ １２ １０ ５

３２２　卷烟消费水平与学生生活费有直接关系
调查统计数据表明，在校大学生的卷烟消费

水平与其生活费的多少有着直接的关系．生活费
在７００元以下的学生在卷烟消费方面的总费用在
１００元以下，生活费在７００～９００元之间的，其卷烟
消费的费用在 １５０元左右，生活费在 ９００元以上
的，其卷烟消费的费用一般在２５０元左右．这充分
表明，在校大学生的经济状况直接制约着卷烟消

费水平的高低．
３２３　价格、品牌和质量是大学生最为关注的卷烟
特质

　　从下图４可知，在校大学生购买香烟时，最为关
注是香烟的价格、品牌和质量等因素．其中有
２５２９％的在校大学生在购买香烟时主要考虑的是
价格，２４１４％考虑的是质量，２１２６％考虑到品牌因
素，２０１１％考虑到香气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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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在校大学生吸烟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从下图５可以看出，在校大学生吸烟受家庭、朋

友、同学的影响占２２９６％，仅出于好奇与模仿的占
１７４８％，为了释放学习或生活压力以及平抚受挫折或
负面情绪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各占１６９４％，为了打发无
聊的时光的占１６３９％，为了提神的占９２９％．从调查
数据来看，在校大学生很容易受到周围同学的影响，特

别是同宿舍或者同班同学等，这些近距离朋友圈的人

对在校大学生的吸烟行为有着显著性的影响．
３３　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的心理动机
３３１　释放学业压力等方面的动机

由下表４可知，大学生在学业压力较大时，出
于释放学业压力的目的而抽烟的比例达到

２０４％，在心情郁闷以及聚会时吸烟的比例各占
到１８２％，在出现感情问题时吸烟的比例占

１５５％，在无所事事时选择吸烟的比例占１１１％，
孤单无助时吸烟的比例占５０％．由于学校开设的
课程比较多，同时面临就业压力，这些都因素都会

促使在校大学生选择吸烟来排解压力，他们一般

不对品牌和价格有很高的要求，主要是追求个人

生理刺激的满足感．
３３２　从众心理动机

从下图６可以看出，在校大学生接受他人提议
或唆使购买卷烟的比例占５８３３％，为了叛逆购买
卷烟的比例占２９１７％，为了满足自己学他人或耍
帅以及情感受挫的目的各占６２５％．由此看出，在
校大学生对周围唆使的防卫能力比较差，易受到

周围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大学生想融入特定的朋

友圈，在这种动机作用下，就会主动地向圈内的某

些行为靠近，比如吸烟行为．

表４　在校大学生卷烟消费的原因

动机类型 心情郁闷 孤单无助 无所事事 学业压力 出现感情问题 聚会 需找灵感 身体疲惫

比例／％ １８２ ５０ １１１ ２０４ １５５ １８２ ９９ １７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22.95

17.48

16.94

16.94

16.39

9.29

/
%

5

6.25%

6.25%

58.33%

29.17%

6

４　管控大学生烟草消费行为的建议

通过对云南省呈贡大学城４所高等院校在校大
学生的卷烟消费行为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在校大学

生卷烟消费行为的动机的分析，针对在校大学生卷

烟消费的现状，提出有效防止吸烟行为在校园内扩

散的几点措施，具体如下：

１）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升大学生的自我禁烟意
识．开展校园健康教育活动对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禁烟
意识有着积极性作用，不仅能够使已经或者曾试图尝

试吸烟的大学生认识到吸烟的危害，同时也可以使不

曾吸烟的学生认识到远离烟草的重要性．再者，对学校
而言，开展吸烟有害健康教育活动也是对现有教育活

动的补充，有利于提升学生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

２）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在家庭层面
上营造无烟家庭环境．父母需要与孩子进行沟通，
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

指引正确的方向，同时在生活费方面，父母应多与

孩子商量，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这样不

仅有利于提升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还能培养孩

子良好的生活、消费习惯．
３）校方应积极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防

控措施．在校大学生的吸烟行为不仅是校园不良文
化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会危害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因
此，学校应该构建防控机制和应对措施，积极对学生

进行引导．一方面，对已经吸烟的学生进行教育辅
导，必要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另一方面，对没有吸

（下转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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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的学生而言，学校应该加强健康教育宣传，让学生

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的重要性，积极培

养学生自觉抵制香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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