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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其他国家，轻食这一快速、简单的食物已发展成基

于本地餐食习惯改良的健康饮食，但在中国仍处在普及阶

段。现如今，仅有少量中国大学校园设置轻食窗口或有相

关商家入驻。在本篇论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希望轻食

餐厅在高校内得到进一步推广，并为其发展提出相关意见。

2 背景调查

轻食这一概念在其他国家发展成熟，在中国逐渐普 

及 [1]。近年来中国消费水平发展迅速，人们追求更高的生

活品质，而轻食的营养均衡、低卡原生、新奇与高颜值正

好符合现代人追求高效的就餐方式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目前轻食餐厅主要位于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消费群体大

多为都市白领，高校内的极少，而大学生这一年轻群体对

于自身健康更加重视，对轻食的需求也在增加，也希望通

过培养绿色健康的饮食习惯来展现积极健康自律的生活态

度。

3 调查研究对象与方法

近年来，轻食餐厅相继在各个城市出现，这样一种新

型的餐饮品类吸引着年轻一代，包括在校大学生，但在高

校这样的特殊市场，轻食这一餐饮体系仍不完善，无法满

足高校学生们绿色健康的饮食需求。同时，目前有关校园

轻食餐厅的报告较少，城市轻食餐厅的报告有很多，可为

笔者提供较好的借鉴。所以，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学生对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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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餐饮的需求，丰富高校轻食文化，进一步满足大学生对绿

色健康生活的追求，笔者对大学轻食餐厅进行了调研。此次

调查研究对象主要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和成都东软

学院的在校大学生。笔者选择的调查方法主要为实地调查，

通过问卷星 APP 进行设计调查问卷，并在调查研究对象中

发放问卷，后期进行问卷回收统计并做数据分析。

4 问卷调查情况与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累计发放问卷 1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8

份，有效回收率 98%。填写问卷的男性占 26.56%，女性占

73.44%。

4.1 大学生对轻食主义的了解程度
调查显示，选择去学校轻食餐厅的大学生约占 67%，

58% 对轻食都有一定的了解，36% 听说过但概念模糊，6%

从未听说过。从该数据可看出，愿意尝试轻食餐饮的大学生

较多，但大多只是对轻食有初步认识，对其概念模糊，这从

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轻食的接受程度。现如今，大学生群体通

过平时对实体轻食店的消费对轻食有一定的了解，抑或通过

互联网的方式了解轻食文化。然而，“轻食”实际上强调的

是简单、适量、健康和均衡。而轻食主义者的目的在于健康

饮食，每日饮食所摄取的食物种类尽量符合基本的三低一高

原则。“轻”不仅是指餐品本身，更是指食用后一种无负担、

无压力的状态。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青春朝气蓬勃是他们

的代名词，轻食对于他们来说是热爱与自律的结合体，这正

好符合大学生的饮食选择 [2]。而轻食这种原生态的做法，还

原了食材最天然的味道和最本真的自然色彩，为消费者提供

了味蕾的交织与视觉的艺术。轻食文化更是将美食与人类的

情感相关联，让美食慰藉人的心灵。相信大学生对轻食有进

一步了解之后会更加愿意选择轻食。

4.2 大学生对轻食餐厅的接受程度
调查显示，有 26.56% 的大学生喜欢去轻食餐厅就餐，

71.09% 对此持中立态度，2.34% 不喜欢去轻食餐厅。从数

据得出，大学生对轻食餐厅持中立态度的比例最高，这说明

仍然有大部分大学生对轻食持观望态度。很显然，多数大

学生的饮食习惯仍为中国传统饮食。西方饮食正逐步流行，

目前处于与中方饮食相交融的阶段，大学生群体接受轻食也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今，经历过饮食只是作为果腹的

消费习惯与理念，当消费群体开始把快餐饮食与健康管理

挂钩，轻餐的接受程度会被大大提高 [3]。调查结果显示有近

30% 的学生会选择轻食，这一部分学生不仅是尝鲜，而是

有意在追求深度体验、自我颜控、活在未来、外向消费的“新

青年”生活方式。这一方式离不开快速发展的餐饮文化：吉

野家轻食”、推出轻食甜点的星巴克等，抑或将桌游与轻食

相结合的休闲方式都导向年轻群体，这也让轻食有了更广的

市场，提高了年轻消费群体对轻食的接受程度。

4.3 大学生选择轻食餐厅的原因
就大学生做出此选择的原因来看，23.44% 出于猎奇心

理，68.75% 为了满足自己的减肥需求，71.09% 为了追求健

康的生活方式，18.75% 受朋友推荐，22.66% 觉得吃轻食较

精致高级，10.16% 为了跟随大众潮流，17.97% 出于其他原

因。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为了满足自我减肥需求和追求健

康生活方式而选择轻食的学生比例最高。这说明在现代社会

审美体系中，完美的身材与良好的精神面貌是一个人的重要

加分项，有效的身材管理更是一个人强大自律能力的体现。

轻食从饮食方面出发，与办卡健身和极端节食相比，不仅节

约时间成本还均衡营养，将高效与健康结合，非常符合减肥

群体的需求。大学生是积极阳光的代表群体，追求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满足自我精神追求的一种体现。大学生敢于探索、

向往美好事物的特征也让轻食有了更多的消费市场，并且在

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消费者越来越注重餐厅的社交场景，

社交和轻食是一种新型且专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新方式。总

之，选择原因的多样化也让笔者看出轻食在大学生群体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

4.4 大学生对轻食的选择
50% 的大学生从不去轻食餐厅，27.34% 一月两次，

16.41% 一周一次，6.25% 两天一次。64.84% 的大学生能接

受轻食的价格为 20 元以下，31.25% 能接受 20~30 元一份的

轻食，2.34% 能接受 30~50 元一份的轻食，1.51% 能接受的

价格为 50 元以上。轻食讲究营养的均衡搭配，大多是一些

热量低、口味比较单一的食物，除少数健身、减肥或保持身

材的群体，多数大学生都会选择味道更加丰富的饮食。但从

另一个角度看，作为“舶来品”的轻食，也逐渐被接受并受

到一些人的喜爱 [4]。原因之一是受生活、学习压力的催化，

人们更愿意追求高效的就餐方式；原因之二是人们对自身健

康愈发重视，从食疗的角度出发，轻食更有助于人体健康，

符合大学生对健康的不断追求。

关于轻食的价格：首先，轻食的受众群体为年轻人，

如商业白领，健身减肥人士等此类高消费群体，且轻食受众

群体较少，所以定价高；其次，轻食的大部分食材都要保持

一定的新鲜度，要求品质和卖相兼得，则食品制作成本较高，

自然定价较高；最后，与其他我们所熟知的快餐店相比，轻

食餐厅的基数小，因此缺乏足够的竞争市场，这也是轻食价

格高的一个原因。从数据可以看出，在校大学生对平价轻食

餐的需求较大，希望市场上出现性价比高、营养均衡、品种

多样的轻食餐。

4.5 大学生对校内轻食餐厅发展的期许
77.34% 的大学生赞同在大学开设轻食窗口，有 22.66%

对此没有很大的需求。56.25% 认为吃轻食彰显了对生活的

积极态度，43.75% 持相反意见。90.63% 的大学生看好轻食

行业未来的发展，9.38% 对此持相反态度。现如今，大学生

们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选择吃轻食减肥或控制体

重。轻食也可用来调理日常食用油腻产品而产生的身体负

担，所以轻食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因此，在大学食堂开设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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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窗口能很大程度满足这一需求。例如，四川大学食堂就开

设了“轻食”窗口，既满足了师生对养生餐和健身的需求，

又提供了健康绿色的饮食。可以看出，轻食这一健康概念逐

渐形成，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而选择轻食。在现代

社会，更表达着年轻一代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总之，轻食

作为一种健康、时尚的生活理念，在中国依托互联网庞大的

信息资源和快捷的传播速度受到的青年消费群体的喜爱，市

场前景广阔。

5 问题与建议

5.1 问题
根据问卷调查和资料显示，现如今中国大学校园的轻

食餐厅主要出现以下问题：①品类单一，缺乏地方特色，性

价比低；②轻食普及度低，消费者消费习惯尚未形成；③轻

食门槛低，同质化严重；④淡旺季和每日消费淡旺时段需求

的不平衡。

5.2 建议
针对调查得出的问题，笔者从大学生、商家、学校以

及社会这四个角度提出以下主客观相结合的具体建议。

5.2.1 大学生角度
大学生群体可大胆尝试轻食，走出饮食的舒适圈，多

了解轻食文化。也可与健身和减脂群体多交流，向其学习自

律的生活态度，形成消费习惯。课余时间可用轻食替代零食，

在补充能量的同时也可确保健康。可将轻食餐厅作为社交场

景，共享轻松绿色氛围。热爱轻食的学生群体也可将轻食广

加宣传，从而扩大轻食消费圈。

5.2.2 商家角度
商家应增加菜品种类，注重食材搭配、融合创新，还

可结合地方特色，推出大学生喜爱的菜品，形成地方特色轻

食文化。将轻食餐与减脂健身餐区别开，引导消费者形成正

确消费认知 [5]。商家可通过线上线下同时对店内轻食产品进

行宣传，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建设品牌轻食交流社区，以

大学生为核心人群建立流量池，也可加大优惠力度，从而吸

引更多消费者。商家应尝试降低原材料的周转成本，打造高

性价比产品。商家应注重食材品质，以高标准要求自身。积

极与第三方合作，吸引更多客源，与其达成合作，使轻食产

品入驻 [6]。同时，为学生推出套餐，形成一定的销售规模。

此外，商家可与大学生签订协议，让其代理产品，扩大销售

渠道。将轻食与西餐这类较强休闲社交属性的产业相结合，

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在消费旺季加大食材的储备量，以

免客源流失，消费淡季打造热轻食，加大受众面。依托线上

APP 合理分配淡旺时段餐量，及时满足客户需求。

5.2.3 学校角度
首先，学校可在食堂里开设轻食窗口，同时考虑到学

生们的经济水平，食堂提供的轻食价格应适中，健康与高性

价比的食物才能更好地满足在校大学生的需求；其次，学校

应为轻食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如食堂与线上相结合，学生

们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订购轻食餐，同时也起到了宣传作用；

最后，学校也可在此小程序提供意见收集，促使校园轻食餐

的优化与升级。校园轻食也应多样化发展，可以与一些轻食

品牌合作，以学校为平台，促进校园轻食的良性竞争，更好

地传播与发展轻食主义文化，打开品牌轻食的知名度，提高

轻食餐的普及程度。

5.2.4 社会角度

轻食行业应该提高准入门槛，促进轻食品牌间的良性

竞争；还应加强监管，让“假健康、假绿色”轻食退出轻

食市场，从而提高轻食整体质量；社会各界也应提倡轻食

主义，不只是吃轻食，要让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贯穿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塑造和完善中国国民的合理膳食行

为；可对高校采取轻食补贴政策，引导大学生群体形成更加

健康绿色的消费观念；为轻食餐饮从业人员、潜在创业者提

供有益的支持，帮更多餐饮从业者把握轻食餐饮的发展机遇，

推动商户从“供给侧”进行转变升级，提供更多健康、优质、

丰富的轻食餐品，进而让轻食成为更多人士的健康选择。

6 结语

本调研报告在王敏珊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已

完成，从主题选择、方案论证到具体设计和实施，都离不开

老师的指导与项目成员的配合。本科还处在学习阶段的项目

成员们，有幸有此次锻炼的机会，能够展现所学专业知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日后的学习中，项目成员们也会加

倍努力，虚心听取老师意见，不断积累经验，从而更好地掌

握和运用专业知识。本调研报告的顺利完成，也归功于学校

提供的优质学习资源，在此向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国际

商学院商务英语系表达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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