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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心理咨询热线2382258
明晚继续聆听你的声音

■热点关注

大学新生生活费哪儿去了？
普遍1000元上下 “吃”占大头

前段时间，浙
江一位妈妈打算
给上大学的女儿
每月1200元生活
费，却被女儿怒怼
“不是亲生的。”该
事件引发了网友
对“大学生活费”
的激烈讨论。日
前，本报记者就
“大学生活费哪儿
去了？”前往四川
文理学院调查，发
现除了刚来学校
购买生活用品的
一次性开销外，几
乎所有接受采访
的大一新生生活
费都被“吃”掉了
一半。

A
日前，记者来到四川文理学

院，分别对文学与传播学院、政法
学院以及生态旅游学院的13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大一新生进行了调查，

发现除开第一个月需要购买生活用
品的开销之外，所有人每个月的生
活费都没超过2000元，多为1000元
或1500元。

D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你或是你的朋友需要心理咨询，请拨打我们的心理咨询热
线2382258或者加入QQ群485243229。

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可以拨打免费心理咨询热线，也可以到本报305、308室倾
诉，静待你的到来！

买东西大多选择网购

生活费大多没超过2000元

B
“第一个月，主要是买生活用品

比较多。”文学与传播学院的于佳雯
同学告诉记者，她的生活费约为1500
元，因为离家很远，很多东西不方便
从家里带过来，所以到达州后添置了
不少。类似衣柜、洗发液等生活用品
花去了1000多元，所以第一个月生
活费用了2000多元，等下个月开支
就会降低不少。

在13名同学中，除了达州本地考
入的学生，仅有从成都来的王宇涛同
学由父母陪同到校，将所需生活用品
置办齐全之外，其他的同学都为此花
了一大笔钱。如政法学院的罗枫灵和
徐鸿菲两名同学，就因为社团活动需
要购买了一套几百元的西服。所以，他
们在购买生活用品方面大多花费在
1000元以上，多一点的超过1500元。

首月买生活用品占比较大

C
除了生活费，于佳雯同学算了

算，发现“吃”的方面占了大头。“早饭
5元，午饭15元，晚饭吃丰盛点加再点
夜宵20元，一天伙食费就要40元。”于
佳雯同学说，这还仅仅是在学校食堂
吃，还没算上女孩子平时吃零食以及
外出逛街时吃饭的开销，所以1500元
的生活费除了伙食费真的剩不了多
少。

而接受采访中的所有大一新生
首月生活开销里，伙食费都是大头，
占比从40%到60%不等。在学校每天
的伙食费多为20元，极少数在30元

以上。“都是年轻人，饭量大，吃得比
较多，在伙食费上无法省钱。”来自山
西的姚海程同学说，每天20元的生
活费，大家都觉得挺便宜，他以前在
山西读高中吃食堂，一荤一素要12
元，但在文理学院只需要6.5元，整体
感觉，“在达州读高校的消费不高。”
王宇涛同学也抢着说，“真的不贵，我
爸妈回成都前给我留了1500元，我
国庆节来回车票自己买，还给他们带
了达州的土特产，最后剩了600多
元，我觉得一个月1000元生活费就
够了。”

伙食花去大半生活费

记者调查发现，大一新
生们如果需要购买什么用
品，几乎都会选择网购，理由
不外乎是便宜。“我们寝室几
乎每天都能收到快递。”从河
南来的黄帆同学说，她所在
的寝室有6个人，除了化妆
品，衣服、鞋子、装饰品等用
品都在网上买，她们认为网
购品种多、价格便宜，退换货
也方便。不仅女生寝室，男生

寝室也是如此，王宇涛同学
说，他和室友都喜欢在网上
买衣服、鞋子，仅有香皂等便
宜的小物件，在用完之后才
会顺便在学校超市里购买。

但是开学初，这些萌新
们就连买瓶洗发水，也会坐
上出租车直奔市中心的超
市。现在，仅仅不到2个月就
开始学会精打细算，节约着
过日子了。

E 交通费电话费占比很少

在开销中，记者发现同学
们的交通费和电话费占比较
少。“我用的电话卡每月仅缴
纳28元月费。”“我还用的每
月18元话费的套餐。”同学们
说，在电话费这一块，基本不
会产生太大费用。因为还不太
熟悉达州，一周难得出一次校
门，就偶尔会坐公交车或者

“滴滴”去西外逛一逛，所以交
通费也不会超过50元。除了
这两项，同学们偶尔买点零
食，或者出去聚餐，也产生了
极少一部分费用。“我们出去
聚餐吃的自助餐，人均50元
左右。”生态旅游学院的郑雪
林同学给的价位几乎所有接
受采访的同学都认同。

F 如何花钱都还没开始计划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新
生中，对开销进行记账的共
有5名，其中有3名记了半
个月就放弃了，他们说，
“因为买的东西很多很乱，
不好记。”其中，近半新生
的生活费领取方式为，钱用
完之后，打电话回家要钱，
父母不会一次性将生活费全
给他们。但大学生里有计划
花钱的也挺多，四川文理学
院一位老师说，此前就有一
名学生在入学时，家里就将

大学4年的学费以及生活费
一次性给了他，他没有大手
大脚把钱花光，而是很有计
划。老师们说，新生刚入
学，可能不会计划用钱，但
过几个月就会好很多了。而
且现在大学生们懂事了，学
校在寒暑假还会鼓励学生们
去参加社会实践，让他们逐
渐明白父母挣钱不易，对生
活费的需求和用度也会有计
划进行。

（本报记者 杨航）

王宇涛同学的记账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