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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 ５１２份安徽大学大学生消费的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先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模型分析个人特质对

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影响；再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个人特质的不同水平对于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大学

生所在的年级、生源地、家庭收入状况以及大学生的理财观念对大学生消费水平影响显著，大学生的性别、
专业类型和兄弟姐妹个数影响不显著，而家庭收入对于大学生的消费起到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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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奉元（１９９８）指出在众多大学生消费的影响因素中，大学生个人特质对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影响是非常

深刻的［１］。 曾本君（２００８）指出，大学生所在的年级对大学生的月总消费、上网消费、人际消费等方面均有显

著影响，并指出大学生总消费基本上随年纪呈现上升趋势［２］。 Ｌｉ Ｓａｎｓｈａｎ 和 Ｌｉ 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２０１０） ［３］、Ｚｈａｏ
Ｙｉｎｇｗｕ（２００４） ［４］分别举例分析了心理因素对于消费的影响，梁前德（２０１０）研究了大学生家庭特征对大学生

消费水平的影响，指出大学生家庭收入对大学生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是决定性的［５］。 张志辉（２００２）
研究了大学生生源地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指出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消费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村大学生［７］。

现有研究成果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前人普遍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对

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即使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多数研究将因变量简单地判断为“是”
“否”，导致样本信息不同程度的丢失，进而影响了结论的科学性。 鉴于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在 ５１２ 份安徽

大学学生消费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参考王玉枝［８］、胡雪梅［９］等的研究方法，建立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探究大学

生个人特质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 另外，将消费的影响因素自然地划分为不同水平，对每个因素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对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结果进行佐证。

１　 调研设计

调查以安徽大学在校的本科生为总体，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选取样本。 方法是：先按照随机抽样在高



校中抽取 １８个院或独立系，然后以年级进行分层，从所抽到的院系中每个年级各抽 ２ 个班， 每班学号前 ４
名的学生纳入本次调查的样本。 调查共发放问卷 ６００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５１２ 份， 有效回收率为 ８５．３％。 问

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学生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大学生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状况、大学生的消费理念等 ３
个方面内容。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及各变量不同水平的占比见表 １。

表 １　 大学生基本信息

项　 目 类　 别 样本数 比例 ／ ％ 项　 目 类　 别 样本数 比例 ／ ％

性　 别

年　 级

男 ２８３ ５５．３

女 ２２９ ４４．７

一年级 １１５ ２２．５

二年级 １５２ ２９．７

三年级 １３３ ２６．０

四年级 １１２ ２１．９

生源地

专业类型

独生子女

城镇 ２００ ３９．１

农村 ３１２ ６０．９

理工科 ２８０ ５４．７

文科 ２３２ ４５．３

是 １３６ ２６．６

否 ３７６ ７３．４

２　 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２．１　 变量设定

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和调查问卷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因变量选取大学生总体的消费水平。 为了后文

的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和方差分析的变量设置，将大学生消费水平共分为 ５ 个档次，分别为 ６００ 元以下，６００ ～
９００，９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和 １ ５００元以上。 自变量从大学生的个人特质进行构建，具体包括大学生性别

（Ｘ１）、年级（Ｘ２）、生源地（Ｘ３）、专业类型（Ｘ４）、家庭兄弟姐妹个数（Ｘ５）、家庭月收入状况（Ｘ６）和大学生理财

观念（Ｘ７）７个指标。 而大学生理财观念用大学生是否有记账习惯进行替代。 具体的变量名称、相关说明及

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２。
表 ２　 变量设置

变　 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　 值 方　 差

大学生消费水平（Ｙ）∗ １⁃２⁃３⁃４⁃５五个档次 ９２７．４６ １１９ ８３３．００

性别（Ｘ１） １＝男，０＝女 ０．５５ ０．２４７

年级（Ｘ２） １＝大一，２＝大二，３＝大三，４＝大四 ２．４７ １．１３６

生源地（Ｘ３） １＝城镇，０＝乡村 ０．３９ ０．２３８

专业类型（Ｘ４） １＝理工科，０＝文科 ０．５５ ０．２４８

家庭兄弟姐妹个数（Ｘ５） 最小值 ０—３最大值 ０．３８ ０．２３５

家庭月收入状况（Ｘ６） １⁃２⁃３⁃４⁃５五个档次 ５ ２３９．２６ １３ ６９６ ２１２．７３

是否有记账习惯（Ｘ７） １＝有，０＝没有 ０．３８６ １ ０．２３７ ０

２．２　 模型选择

２．２．１　 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根据调查问卷的设计，确定大学生消费水平为顺序关系，Ｙｉ 为有序变量，适合运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

分析。 其结构线性形式如下：
Ｙ∗ ＝ Ｘ′ｉ β ＋ εｉ 　 　 　 ｉ ＝ １，２，…，Ｎ （１）

　 　 式（１）中 ｉ 为样本序号，β 为参数向量，是待求的一组参数，Ｘ ｉ是自变量矢量，表示可能影响大学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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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一组解释变量的观测值，εｉ为随机误差项。 Ｙ∗表示大学生消费水平的潜变量，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

量，通过可观测的 Ｙｉ与 Ｙ∗之间的关系来代表。 可观测变量 Ｙｉ 与被解释变量 Ｙ∗存在的关系如下：

Ｙｉ ＝ －

１（６００以下）， Ｙ∗ ＜ α１
２（６００ ～ ９００）， α１ ≤ Ｙ∗ ＜ α２
３（９００ ～ １ ２００）， α２ ≤ Ｙ∗ ＜ α３
４（１ ２００ ～ １ ５００），　 α３ ≤ Ｙ∗ ＜ α４
５（１ ５００以上）， Ｙ∗ ≥ α４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２）

　 　 式（２）中 Ｙｉ 是离散变量，且取值为（１，２，３，４，５），表示第 ｉ 个样本消费水平。 αｉ 是一组新参数，是决定样

本组别的分界线，有 α１＜α２＜α３＜α４。 Ｙ∗就被划分为 ５个互不重叠的区间， Ｙｉ 表示某个具体的观察值落到了

哪个区间，Ｙｉ 取到一特定值 ｊ 的概率为

Ｐ（Ｙｉ ＝ ｊ） ＝ Ｐ（α ｊ －１ ≤ Ｙ∗ ＜ α ｊ） ＝ Ｐ（α ｊ －１ － Ｘ′ｉ β≤ εｉ ＜ α ｊ － Ｘ′ｉ β） ＝

Ｆ（α ｊ － Ｘ′ｉ β） － Ｆ（α ｊ －１ － Ｘ′ｉ β）
（３）

　 　 式（３）中 Ｆ 为 εｉ 的累积分布函数，其中 １≤ｊ≤５。 现假设误差项 εｉ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则 Ｆ满足标准正

态分布累积函数的条件，有：
εｉ ／ Ｘ ｉ ～ （０，δ２） （４）

　 　 如此把大学生消费水平观察值 Ｙｉ 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标准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ｎＬ ＝
ｎ

ｉ ＝ １


ｊ

ｊ －１
Ｙｉｊ ｌｎ φ（α ｊ － Ｘ′ｉβ） － φ（α ｊ －１ － Ｘ′ｉβ）[ ] （５）

　 　 式（５）中，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函数。 通过最大化对数似然函数式，即可估计出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

的系数 β 和参 αｉ 数。 估计所得的 β 值就是“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系数。
２．２．２　 方差分析模型

为了研究 ７个解释变量各自在不同水平下对大学生消费的不同影响，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 课

题将各变量按照表 ２进行划分，而各变量的不同水平占比按表 １进行划分，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如下：
ｘｉｊ ＝ μ ＋ αｉ ＋ εｉｊ，　 ｉ ＝ １，２，…，ｒ，　 ｊ ＝ １，２，…，ｎｉ

εｉｊ ～ Ｎ（０，σ２），　 相互独立


ｒ

ｉ ＝ １
ｎｉαｉ ＝ 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６）

　 　 将水平 Ａｉ（ ｉ＝ １，２，…，ｒ）下的实验结果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ｎ看做来自第 ｉ 个正态总体 Ｘ ｉ ～Ｎ（μｉ，σ２） 的样本观测

值，每个总体 Ｘ ｉ 相互独立，ε ｉ ｊ是相应的实验误差。 比较因素 Ａ 的 ｒ 个总体的均值，即检验：
Ｈ０： μ１ ＝ μ２ ＝ … ＝ μｒ，　 Ｈ０： μ１，μ２，…，μｒ 不全相等

　 　 这里 μ ＝ １
ｎ

ｒ

ｉ ＝ １
ｎｉ μ ｉ，　 ｎ ＝

ｒ

ｉ ＝ １
ｎｉ，　 α ｉ ＝ μ ｉ － μ ，μ 表示总和的均值，αｉ 表示水平 Ａｉ 对指标的效应。

家庭收入（Ｘ６）的划分标准如下：

Ｘ６ｉ ＝ －

１（很低）　 　 　 　 Ｘ∗６ ≤ １ ０００

２（较低）　 　 １ ０００ ＜ Ｘ∗６ ≤ ３ ０００

３（正常）　 　 ３ ０００ ＜ Ｘ∗６ ≤ ５ ０００

４（较高）　 　 ５ ０００ ＜ Ｘ∗６ ≤ ８ ０００

５（很高）　 　 　 　 Ｘ∗６ ＞ ８ ０００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７）

式（７）中 Ｘ∗６ 表示家庭收入的潜变量，Ｘ６ｉ是家庭收入划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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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分析

对于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研究运用 Ｒ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模型 １分析了大学生个人特征变量对大学生

消费水平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模型 １中，部分解释变量不显著。 因此，在模型 １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剔除不

显著的解释变量，进行二次回归估计，得到优化模型 ２。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３。 对于方差分析模型，研究运用

Ｒ软件，先对每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模型一；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再进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

验，得到模型二，结果见表 ４。
表 ３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回归系数 Ｐ⁃ｖａｌｕｅ 回归系数 Ｐ⁃ｖａｌｕｅ
性别（Ｘ１） －０．４０２ ３９８ ０．１１８ １
年级（Ｘ２） ０．１４４ ６６７∗∗ ０．０４９ ８ ０．１２３ ４５２∗ ０．０５３ １
生源地（Ｘ３） ０．０６３ ４１４∗ ０．０５１ ２ ０．０８４ ４７２∗∗ ０．０３９ ７
专业类型（Ｘ４） ０．０５５ ８４３ ０．７４１ １
家庭兄弟姐妹个数（Ｘ５） －０．０２０ ８７５∗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１０ ７７９ ０．１０２ １
家庭月收入状况（Ｘ６） ０．５０７ １８６∗∗∗ ０．０００ ０ ０．６２３ １２７∗∗∗ ０．０００ ２９
是否有记账习惯（Ｘ７） ０．１２６ ３０５ ２∗∗∗ ０．００１ ６ ０．１３９ ８４４ １∗∗∗ ０．００２ 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４　 方差分析结果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Ｆ 值 Ｐ⁃ｖａｌｕｅ Ｋ⁃ＷＦ卡方值 Ｐ⁃ｖａｌｕｅ
性别（Ｘ１） ０．２７９ ０ ０．５９７ ０ １．８１３ ２ ０．１７８ １
年级（Ｘ２） ３．２２２∗∗ ０．０２２ ４ １０．６６１ ２∗∗ ０．０１３ ７
生源地（Ｘ３） ２９．６１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５．６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０
专业类型（Ｘ４） ３．３０４ ０∗ ０．０６９ ７ ３．１５０ ４∗ ０．０７５ ９
家庭兄弟姐妹个数（Ｘ５） ０．４９４ ０ ０．４８３ ０ ０．０５５ １ ０．８１４ ４
家庭月收入状况（Ｘ６） ３９．６８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１２．７９７ ８∗∗∗ ０．０００ ０
是否有记账习惯（Ｘ７） １５．７５∗∗∗ ０．０００ １４ １１．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对于前 ６个解释变量在如上不同水平下画出了箱线图，便于直接观察不同水平下消费均值的差异，见
图 １。 对于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水平个数大于等于 ３ 的变量 Ｘ２，Ｘ６ 进行均值多重比较，计算得到如下的均值

多重 ｔ 检验的 Ｐ 值表 ５、６：
表 ５　 年级（Ｘ２）均值多重 ｔ 检验结果

年级 Ｘ２ 消费均值 ／元 Ｐｉｊ

大一 ８６５．３０４ ３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６４８

大二 ９６０．１９７ ４ ０．０２６∗∗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５３ ０．０８５∗

大三 ９７８．５７１ ４ ０．０１０∗∗∗ ０．６５３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７∗∗

大四 ８８６．１６０ ７ ０．６４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７∗∗ １．０００ 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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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六变量不同水平下的箱线图

表 ６　 家庭收入（Ｘ６）均值多重 ｔ 检验结果

家庭收入 Ｘ６ 消费均值 ／元 Ｐｉｊ

１ ６５７．５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１７７ ５２ ０．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２ ７５４．９３５ １ ０．１７７ ５２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５２ ３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３ ９１５．２５４ ２ ０．０００ ３５∗∗∗ ０．６５２ ３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２５∗∗∗ ０．０００ ０∗∗∗

４ １ ０５９．８９０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２５∗∗∗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７∗∗∗

５ １ ２４２．８５７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００ 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３的回归结果显示，两个模型都比较好的通过了异方差、方程显著性等基本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表 ４
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模型一单因素方差分析还是模型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结论是一致的，
与方差分析结论也大致相同。 进一步分析表 ３、４，可以得到结论。

大学生的年级（Ｘ２）在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中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正。 在方差

分析中对消费支出也有显著影响。 此结论与曾本均（２００８） ［３］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大学生总体消费支出水

平随着年级的提高而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这是因为大一新生刚进入大学，尚没有形成固定的朋友圈，学生

的交际消费尚不明显。 而随着一到两年的相处，大学生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交际圈，交际消费也会逐步上升。
生源地（Ｘ３）和家庭月收入状况（Ｘ６）在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中模型一和模型二及在方差分析中模型一和模

型二对消费支出都有显著影响。 印证了梁前德（２０１０） ［４］和赵凯（２００２） ［５］的研究结论。 由于多数大学生的

经济尚未独立，其资金来源主要从家庭获取，家庭的收入状况对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由

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村经济明显落后于城市经济，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一般也显著落后于城镇

家庭。 因此，农村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水平一般也低于城镇家庭的大学生。
从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方差分析模型看是否有记账习惯（Ｘ７）对于大学生消费都有显著影响。 反应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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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财意识和理财能力。 有记账习惯的大学生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每天花销的数额和花销方式。 因此，
他们节约消费的意愿也更强。 因此，他们的消费水平整体上要低于那些没有记账习惯的大学生。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方差分析模型都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性别（Ｘ１）和专业类型（Ｘ４）对大学生消费水平影响不

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是理工科大学生还是文科大学生，其消费均呈现出超

前消费、盲目消费和攀比消费特点。 因此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在专业类型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家庭兄弟

姐妹个数（Ｘ５）对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影响在模型一中显著而在模型二影响变为不显著。 这是因为，当前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均显著提高，家庭也有能力供养多个大学生的消费。
进一步分析表 ５、６，可以得到具体哪些水平之间有影响。 从表 ５年级（Ｘ２）的均值多重 ｔ 检验，看出大一

和大二，大一和大三，大三和大四之间消费的差异性很明显，进一步说明了大一的消费水平相对于其他年级

的消费较低。 表 ６是不同家庭收入（Ｘ６）的均值多重 ｔ 检验。 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很低、较低、正常、较高、很
高之间对于消费几乎全部都有差异性，这进一步说明了家庭收入的多少对于消费多少是一个最显著影响

因素。

４　 结论性评述

正确引导大学生合理消费对树立大学生科学消费观念，培养其勤俭节约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 ５１２ 份

安徽大学大学生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运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探析大学生的个人特质对大学生

消费水平的影响。 结果表明：大学生所在的年级、生源地、家庭收入情况以及大学生是否有理财意识和能力

对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而大学生的性别和专业类型在大学生消费上没有明显差异，大学生兄

弟姐妹个数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一中有影响显著，而在 Ｐｒｏｂｉｔ优化模型中系数变为不显著，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均显著提高，家庭有能力供养多个子女。 特别的，在从均值多重 ｔ 检验得到了家庭

的收入多少是大学生消费多少的最显著性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大学生要培养科学的消费观念，首先应遵守量入为出原则，大学生应尽量避免随大流、

盲目攀比高消费，应注意减少随意性消费，抵御奢侈品的诱惑。 其次应把握消费的统筹规划，即根据自己实

际成长发展需要安排合适的消费结构，并对自己的消费情况定时进行评估。 再次，购物时遵从经济适用原

则。 在购物时，多向有利于提高自己身心健康的方面投资，并注重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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