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大学生消费变迁———

必备品从饭盒变成手机电脑
近期， 浙江一位准大学生嫌每月

1200

元生活费少一事引发热议，不少网
友感慨“如今养个大学生成本太高！ ”从
上世纪

80

年代背着水壶脸盆去学校报
到，到如今手机、笔记本电脑、

iPad

成大
学新生标配，几十年间，中国大学生的
“入学装备”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
质条件提升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1989

年入学
必备品是自己的饭盒
1989

年，贵阳小伙杨劲松考入了西
北轻工业学院

(

现改为陕西科技大学
)

，

远赴他乡求学。 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
代， 他笑称：“那时候的生活极其简朴，

入学的必备品是自己的饭盒，因为食堂
没有公共的餐具。 ”

杨劲松告诉记者，当年自己的生活
费由家里提供，一个月家里寄

80

元，主
要是用于吃饭， 少量用于购买书籍、生
活用品等， 基本上没有校外的娱乐花
费。 大学期间，杨劲松和同学们的消遣
娱乐项目就是打扑克，基本上没有什么
开销。 “当年也不流行出去吃饭，因为没
有钱，大家都是老老实实吃食堂。 大部
分同学平时打饭就是吃

4

毛钱的菜，有
一点肉丁，一周才敢吃一次肉，一份酱
牛肉

8

毛钱啊！ ”

在学习方面，那个年代，磁带、书籍对
于杨劲松和同学们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大
家都会特别珍惜，很认真地去听、去读。

1998

年入学
联络工具是

BP

机
1998

年，李敏
(

化名
)

进入浙江某高校
工商行政专业学习。 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
的大学生，李敏当时的大学生活已经宽裕
了不少，她记忆中，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
大概在八九百元， 这些费用主要用于吃
饭、穿衣上，消遣娱乐的项目很有限。

“我们当时就带着自己的生活用品

去学校报到了，别的什么都没有。 ”李敏
回忆，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也没
有什么电子设备，自己上大学以后买了
一个

BP

机当作联络工具。 而当时学英
语也是听卡带， 能有一个复读机或者
Walkman

就很不错。

上世纪
90

年代末， 电脑还没有在
高校普及，学校里不流行网络游戏和社
交软件。 李敏说，自己那个时候比较专
注学业，不太出去玩，大多数时间还是
用在学习上。

“当时父母给的生活费里， 我要想
办法节省出一些用来买学习材料，还有
用作一些考试的费用。 ”她回忆称，大学
时代同学们的生活费基本都是依靠家
里提供， 很少有人打工做兼职挣钱，机
会少，大家也没那个意识。

2003

年入学
每天

10

元钱可以吃得很好
2003

年， 李虹含进入郑州大学学
习。 回忆起十几年前上大学的情景，他
告诉记者，当时周围很多同学还是比较
清贫的。

“食堂吃饭也很便宜，一天下来不到
10

块钱也能吃得很好了， 再加上买日用
品一类的额外开销， 那时候一个月四五
百元的生活费就足够了。 ”李虹含说，上
学时， 自己每个月还能领到五六十块钱
的国家补贴，在当年看来，这笔钱已经不
算少了，每次发下来时都很开心。

“刚上大学的时候，手机还没有完
全普及，也没有智能手机，我记得我第
一部手机是到

2007

年时才买的， 是一
部诺基亚的直板手机。 ”李虹含回忆，刚
入学的时候，大家还都买电话卡，用电
话和家人朋友联系，每个月的通讯费支
出并不多。

大学时， 李虹含第一笔额外收入
是大四时当家教赚来的钱，擅长写作的
他此后还给不少报刊杂志投过稿子，赚
取了稿费报酬，虽然在现在看来收入并

不多，在当时已经足够让身为学生的他
感到兴奋与快乐。

2014

年入学
大学生用上了苹果手机
1996

年出生的王佳珍，三年前进入
苏州大学新闻专业学习。 作为“

95

后”

大学生，王佳珍和同学们的生活学习条
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一刚开学时，王佳珍的父母给她
买了手机和电脑，这也是目前同学们普
遍都有的。 王佳珍说，自己每月的生活
费大概在

1500

到
2000

元，是班里的平
均水平，“这些费用中吃饭占得最多，一
个月差不多要六七百元，其余的花销还
包括交通费、话费、买衣服等等。 ”

她告诉记者， 现在的大学生除了
必须的吃穿费用，也少不了一些人情
支出，同学偶尔会在外就餐，而不少
谈恋爱的同学，每逢七夕节、情人节
这样的节日还要互送礼物， 她调侃
说： “这时候没谈恋爱的学生就能省
下不少花费！ ”

“如今大学生在外面工作的机会也
很多，我自己做过很多，包括培训机构
老师、主持、录音等等，学校也会有奖学
金，自己存一存还是不小一笔收入。 ”王
佳珍告诉记者，这几年她通过自己的努
力也是有了收获，现在她已经用自食其
力挣的钱换了电脑和苹果手机，还买了
一部微单用于完成专业作业，这让她很
有成就感。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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