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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lligent age and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phones, network social com-
muni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for modern people to socialize. In this paper, question-
naire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online social behavior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the opposite sex of modern people. Questionnaire information recy-
cling is divided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relationship status”,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con-
cept of “social preferences”, the division of four dimensions. Models can be built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nalyze factors that affect he-
terosexual social relationships by using SPSS softwa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ultiple corres-
pondence analysis methods, and neural network methods. Then, we come a conclusion give re-
levant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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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网络社交成为现代人社交的主要方式。本文通过网络
发放调查问卷，针对现代人异性网络社交行为及社交关系进行调查和研究。将回收问卷的信息进行“个

人信息”、“感情状况”、“社交行为习惯”和“社交观念偏好”四个维度的划分，运用spss软件，利

用描述性统计、多重对应分析方法和神经网络方法建立模型，了解现代人社交关系现状和特点，分析影

响异性社交关系的因素，并给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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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社交的兴起，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从最初的飞雁传书，车马邮件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

人的低版本社交年代，到如今的信息爆炸，爆点话题瞬间可引发微博类社交媒体服务器瘫痪的高版本社

交时代，人们的社交信息变得多元化，社交方式多样化。网络让社交变得简单的同时，有关现代人的关

于与异性间的社交问题频频引发人们的讨论，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1]。 
#网上的我与现实的我#、#喜欢的人话多讨厌的人话多#、#如何回复不喜欢的异性聊天#、#异性绝缘

体#、#自闭式社交#等话题引发网友热议，如何与异性交往与交流是一件需要技巧的事，尤其隔着网络这

面纱，我们揣摩不到表情，感受不到语气[2]。聊天是门艺术，相契合的灵魂惺惺相惜。 
2018 年全国的结婚率仅为 7.2‰。其实网络时代下长大的 90 后的恋爱之路，远比我们想象中崎岖，

新词层出不穷：早泄式爱情、自保式爱情、自杀式单身……，自嘲式调侃的背后其实也是现实的折射，

即现代人的网络社交问题。 
 

 
 

本文针对现代人异性网络社交行为及社交关系进行调查和研究，了解现代人社交关系现状，分析其

特点。为此，本文制作一份网络调查问卷，投放 88 份，有效回收 88 份。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2.1. 调查问卷设计 

由于调查问卷针对网络社交敏感及热门问题，面向对象基本为 90 后网络社交群体，因此调查问卷主

要通过网络投放。同时为了降低由于题目过多，受访者产生厌烦心理胡乱作答，问卷共设置 22 题，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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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未设置量表题。题目种类为个人信息、情感状况、社交行为习惯、社交观念偏好等，题型为单选

题、多选题和排序题，还有一道文字表述题，“请用一句话或一个词语描述现阶段感情状态？”，此题

目用于文本分析。 

2.2. 现代人社交现状描述性统计分析 

2.2.1. 调查问卷的样本信息情况 
在有效回收的样本中，来自男性 38 份，占 43.18%；女性 50 份，占 56.82%，抽取样本女性略多于男

性。年龄组成见图 1。调查对象主体为 90 后群体，20~30 岁为主要抽样样本，由柱状图可知，所抽取样

本年龄分布符合正态分布。 
 

 
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图 1. 年龄分布 

2.2.2. 调查样本的情感状况分析 
关于对调查对象的感情状态共设置 4 道选择题，分别为“您现在处于哪种情感状态？”、“您处于

此状态多长时间？”、“您对现阶段状态满意吗？”、“您的恋爱次数？”。还有一道文本题，“请用

一句话或一个词描述现在的感情状态？” 
其中情感状态分为 4 种，分别是恋爱期(包括婚姻)、空窗期、追求期和被追求期。其分布见图 2，恋

爱期占 33%，空窗期最多占 58%，追求期和被追求期人数较少分别占 4%和 5%。可见大部人的情感状态

趋于稳定性。 
 

 
Figure 2. Relationship status 
图 2. 情感状态期 
 

在感情状态和持续时间的交叉关系中(见图 3)，处于空窗期(即单身又没有潜在交往对象)的人群处于

此状态超过(及远超过)2 年者占 66.67%，其中来自母胎单身占 64.71% (43.14%/66.67%)。说明“越单身的

人群会越单身”，不愿意改变现状是其固有属性。 

https://doi.org/10.12677/sa.2020.94075


王凤雪 
 

 

DOI: 10.12677/sa.2020.94075 730 统计学与应用 
 

 
Figure 3. The cross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status and time 
图 3. 感情状态与时间交叉图 
 

在感情状态和满意度的交叉关系中(见图 4)，恋爱期、空窗期和追求期的人群大部分对自己的状态比

较满意。在调查的 51 个处于空窗期的样本中，约有 20%的人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也从侧面说明“越单

身的人越单身”这种社会现象，自我满意是他们的自身属性。处于追求期的人群求而不得往往对自身不

满意。而处于被追求期的人群求而未应常常很享受这个过程。 
 

 
Figure 4. The cross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图 4. 感情状态与满意度交叉图 
 

在满意度与恋爱次数的交叉关系中(见图 5)，在对自身情感状态“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人群

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恋爱 2 次。说明恋爱次数为 2 次的人群趋于对自己的状态满意。 
 

 
Figure 5. The cross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love times 
图 5. 感情满意度与恋爱次数交叉图 
 

在“用一句话或一个词描述自己的感情状态？”一题的词云分析中(见图 6)，“单身”所占词频最高，

其它出现频率较高的分别有：“开心”、“幸福”、“母胎”、“悲哀”、“静待”“异地”等，其中

积极词汇占 41.54%，消极词汇占 58.46%。 

2.2.3. 网络社交行为习惯分析 
关于对于异性网络社交行为习惯的调查共设置 6 道选择题，分别为“您最常使用的网络社交软件？”、

“您每天登陆社交软件与异性聊天的平均时长？”、“您更喜欢哪种与异性的社交方式？”、“与现实

中与异性社交表现相比，您在网络上表现更为？”、“面对不喜欢的异性，您如何回复聊天内容？”、

“您在感情中更倾向于哪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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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社交软件的使用上(见图 7)，96.59%的人会使用微信、QQ 等与异性进行聊天。 
 

 
Figure 6. The word-cloud distribution of relationship status 
图 6. 感情状态词云图 
 

 
Figure 7. The use of social App 
图 7. 社交软件的使用 
 

在社交交流方式上(见图 8)，53.41%的人希望线上线下同时进行，32.95%的人更希望面对面交流。说

明在于异性的社交交往中，现实生活的接触是更为有效的方式(走出去)，单通过社交软件的交流是片面不

够的。 
 

 
Figure 8. The choice of social approach 
图 8. 社交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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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不喜欢的异性，您如何回复聊天内容？”中(见图 9)，大部分人偏向于比较礼貌的社交聊天。 
 

 
Figure 9. The chat reply 
图 9. 聊天回复内容 
 

对于人们更倾向的感情状态(见图 10)，48.86%的人选择“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排在第一位，选

择“平平淡淡才是真”占 20.45%，排在第二位。说明在感情生活中，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不是新鲜和刺

激，是平淡和踏实。 
 

 
Figure 10. Ideal relationship state 
图 10. 倾向的感情状态 
 

对于人们以何种姿态面对感情关系(见图 11)，61.36%的人选择佛系随缘，被动等待占 14.77%。这也

从侧面说明现代 90 后单身人数多的原因，不愿意主动出击，不愿意建立新的社交关系。 
 

 
Figure 11. Ideal relationship attitude 
图 11. 倾向的感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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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网络社交观念偏好分析 
在对社交观念偏好的调查分析中，共设置 5 题，分别是“您认为在网络聊天中哪种方式可以增进感

情交流？”、“您更喜欢哪种网络社交聊天内容？”、“异性的哪些特质最先会吸引你？”、“您认为

大多数单身人群保持单身的原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喜欢用“搞笑表情包”和“可爱语气词”在聊天过程中增进感情的交

流；在聊天内容上，人们更喜欢“生活细节琐事”的朋友式分享(占 48.86%)和“插科打诨侃大山”以缓

解气氛增加好感(23.86%)。 
在被异性吸引的特质上(见图 12)，综合得分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性格”、“人品”和“颜值”。 

 

 
Figure 12. Comprehensive score of each trait 
图 12. 各特质综合的得分 
 

在单身的人群保持单身的原因上(见图 13)，52.27%的人认为单身的原因是“话少，圈子小”。 
 

 
Figure 13. Single reason 
图 13. 单身原因 

3. 影响异性间社交关系的信息挖掘 

3.1. 社交行为习惯对情感状态的影响效用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网络中的社交行为习惯与情感状态的关联关系，对“性别”、“感情状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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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状态的满意度”、“网络上活跃度”、“聊天时长”、“情感态度”等变量进行多重对应分析，将

变量降到二维空间，根据各变量距离大小探究变量间关联的差异性。所得模型情况如下： 
根据表 1，我们得到科隆巴赫系数在一维中为 0.604，在二维中为 0.528，说明各变量在两个维度中

的区分度较好。由方差可知，第一个维度可解释原始变量 33.529%的信息，第二个维度可解释原始变量

29.764%的信息，模型解释程度较好。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变量在两个维度的区分程度，分析模型构建后所

得到的辨别度量图。 
 
Table 1. Model summary 
表 1. 模型汇总 

维数 Cronbach’s Alpha 
解释 

总计(特征值) 惯量 方差的% 

1 0.604 2.012 0.335 33.529 

2 0.528 1.786 0.298 29.764 

总计  3.798 0.633  

均值 0.568a 1.899 0.316 31.647 

 
从图 14 可以看出，“感情状态”这一变量在两个维度的区分程度最好，均大于 0.5；“聊天时长”

在两个维度的区分度较好；“情感态度”、“网络活跃度”在第二个维度区分度相对较好；“性别”、

“感情满意度”在第一维度区分较好。为此我们可以在类别点联合图中利用各变量类别点的水平距离、

垂直距离、以及距离来分析感情状况与其他变量类点的关联程度，分析其影响因素。 
 

 
Figure 14. The chart of variable discrimination 
图 14. 变量辨别度量图 
 

图 15 为所有变量在二维坐标点的分布情况，根据各变量取值的中位数设置参考线，将图分为四个象

限。在第一、二象限中，我们发现处于恋爱中(包括婚姻)的人群，多为女性，她们对自己的状态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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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常满意，在社交网络的表现与现实相比没太大区别，平均每天网络聊天时长多为 3~5 小时，在对待

感情的态度上，她们多为被动等待型；在三、四象限中，我们发现处于空窗期的和追求期的人群多为男

性。处于空窗期的人群，对待感情态度上多为佛系随缘，对自己感情的满意度为一般。处于追求期的人

群，他们对自己的感情状态多为不满意，对待感情的态度上，态度多为主动出击，但在网络社交上常常

表现的比较平淡；处于被追求期的人群，平均每天网络聊天时长多为 0.5~1 小时，在网络社交上常常表

现的比较平淡，在感情上他们往往不相信爱情。由于“追求期”和“被追求期”距离其他变量不够集中，

解释能力不强，所以此处的分析以“恋爱期”和“空窗期”为主要对象。 
 

 
Figure 15. The joint graph of analogy points 
图 15. 类比点联合图 

3.2. 社交观念偏好对情感状态的影响效用分析 

上述分析探究了社交行为习惯与情感状态的关联关系，那么社交观念偏好是怎么影响情感状态的呢？

对“学历”、“情感状态”、“聊天内容”、“恋爱次数”、“理想的感情状态”再一次进行多重对应

分析。结果如下： 
 
Table 2. Model summary 
表 2. 模型汇总 

维数 Cronbach’s Alpha 
解释 

总计(特征值) 惯量 方差的% 

1 0.617 1.976 0.395 39.515 

2 0.495 1.656 0.331 33.110 

总计  3.631 0.726  

均值 0.562a 1.816 0.363 3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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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我们得到科隆巴赫系数在一维中为 0.604，在二维中为 0.528，说明各变量在两个维度中

的区分度较好。第一个维度可解释原始变量 39.515%的信息，第二个维度可解释原始变量 33.110%的信息，

模型解释程度较好。接下来分析模型构建后所得到的辨别度量图。 
根据图 16，发现“恋爱次数”、“感情状态”在第一个维度区分较好。“聊天内容”、“理想的感

情状态”在的第二个维度区分较好。接下来在类别点联合图中利用距离来分析感情状况与其他变量类点

的关联程度，分析其影响因素。 
 

 
Figure 16. The chart of discrimination 
图 16. 辨别度量图 

 

 
Figure 17. The joint graph of analogy points 
图 17. 类比点联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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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为所有变量在二维坐标点的分布情况，同样根据各变量取值的中位数设置参考线，将图分为四

个象限。可以发现，处于恋爱期的人群，他们多为“本科”学历，“恋爱次数”三次及以上，他们喜欢

的聊天内容是“生活细节琐事–朋友式的分享”和抽科打诨侃大山–缓解气氛增好感”；研究生多处在

“空窗期”或“追求期”，他们更喜欢的聊天方式是“生活细节琐事–朋友式的分享”，理想的感情状

态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踏实)”和“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学历在研究生以上的人群，恋爱次数

多为 2 次，在聊天内容上，他们更喜欢“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灵魂交流”，在倾向的情感状态上，他

们希望“生活充满仪式感(浪漫)”，可见学历越高的人越注重思想交流和生活品质。 

3.3. 影响情感状态的因素重要程度分析 

为了探究各个变量对情感状况的影响程度，构建神经网络模型。以“情感状态”、“情感满意度”

作为因变量，被调查者“感情态度”、“聊天内容”、“倾向的状态”、“恋爱次数”、“网络活跃度”、

“学历”、“情感状态持续时间”、“年龄”和“聊天时长”作为因子，选取数据的 73.6%作为训练集，

26.4%作为测试集(表 3)。 
 
Table 3. Case handling summary 
表 3. 案例处理汇总 

  N 百分比 

样本 
训练 64 73.6% 

测试 23 26.4% 

有效 87 100.0% 

已排除 1  

总计 88  

 
由表 4 得出训练集的正确率为 71.7%，测试集的正确率为 70.9%，模型模拟结果较好。 

 
Table 4. Neural network classification 
表 4. 神经网络分类 

样本 正确百分比 

训练集 71.7% 

测试 70.9% 

 
利用神经网络模型，由表 5 得到各自变量重要性排序。“恋爱次数”重要程度最高，为 100%，其次

是“感情状态持续时间”，为 97.7%，此外“年龄”、“聊天内容”、“网络活跃度”、“聊天时长”

及“倾向的感情状态”重要程度均较高，分别为 81.5%、81.0%、67.5%、64.1%及 57.2% (表 5、图 18)。 
 
Table 5.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5. 自变量的重要性 

 重要性 标准化的重要性 

您在感情中更倾向于哪种态度？ 0.047 29.3% 

您更喜欢哪种网络社交聊天内容？ 0.129 81.0% 

您更倾向于哪种感情状态？ 0.091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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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您的恋爱次数？ 0.159 100.0% 

现实中与异性社交表现相比，您在网络上表现更为？ 0.108 67.5% 

您的学历是？ 0.078 48.7% 

您处于此状态多长时间？ 0.156 97.7% 

您的年龄？ 0.130 81.5% 

您每天登陆社交软件与异性聊天的平均时长？ 0.102 64.1% 

 

 
Figure 18.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图 18. 自变量重要性排序 
 

通过神经网络模型，得出影响一个人的情感状态及其满意度的变量重要程度依次为：“恋爱次数”、

“感情状态持续时间”、“年龄”、“聊天内容”、“网络活跃度”、“聊天时长”及“倾向的感情

状态”。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通过实施网络调查问卷，将问卷回收的信息进行“个人信息”、“感情状况”、“社交行为习

惯”和“社交观念偏好”四个维度的划分，首先利用描述性统计从宏观角度入手，再利用多重对应分析

方法和神经网络方法进行统计微观建模，分析影响异性社交关系的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一) 单身人群众多，其不愿改变现状 
在单身人群中(处在空窗期且没有潜在交往对象)，大部分人处于长期单身状态，来自母胎单身者占

64.71%，使得“越单身的人越单身”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从而使得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催婚成为焦点话题。

此类单身人群大多对自己状况满意度为一般，对待感情佛系随缘，再加上话少、圈子小，不建立新的社

交关系，在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现实下，他们遇见爱情的概率小之又小。网络社交是现实社交的

饭后甜点、午后茶歇，取代不了现实社交这块主食的。大多人认为单通过网络社交交流不真诚、带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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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效度不高且浪费时间。但如果没有甜点和茶歇，生活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必然缺少乐趣。网络社

交要掌握一定的技巧，线上线下同时社交且保持一定的活跃度，才是社交的最佳方式。 
(二) 恋爱 2 次且处在恋爱期的被动型女生情感满意度最高 
结合交叉分析和多重对应分析模型，发现恋爱 2 次且处在恋爱期的被动型女生情感满意度最高，她

们在社交网络的表现与现实相比没太大区别，平均每天网络聊天时长多为 3~5 小时。 
一些研究表明，在亲密关系中，直接行为不是具有满足感的主要因素，沟通技巧是另外一个主要因

素，反应出对方的行为认知。恋爱次数 2 次、被动人格的女生在获取到足够的安全感后，利用通讯工具

采取良好的情感交流方式，有助于感情的稳定。 
(三) 情感社交越来越看重性格契合，越来越向往生活淡且真 
在吸引异性特质的调查中，排在前三名的依次是“性格”、“人品”、“颜值”，颜值是影响社交

第一好感度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支撑情感关系稳定的最终是性格的契合，人品的欣赏。“调

查发现，学历越高的人越注重思想的交流，在聊天上越喜欢灵魂层面的探讨。但生活并非诗和远方，大

多数人的理想生活状态是务实简单的，淡且真，不追求新鲜和刺激。 

4.2. 建议 

生活就是一张大的社交网，科技的发展让社交变得简单快捷，那么应该如何与异性建立良好的社交

关系呢？ 
(一) 建立清晰的社交观念，走出去 
大数定律告诉我们，样本量越多，则其算术平均值就有越高的概率接近期望值。根据大数定律，如

果你想要万里挑一找到与你契合的人生伴侣，你需要足够的样本量，你需要走出去，建立新的社交关系。

期间，有可能没有遇到如意伴侣，社交的多样和丰富足以让你更了解自己，不断建立和完善自身个性的

同时，也会更清楚和明白期盼的对象的样子。社交的行为习惯和观念偏好是在一次次社交中养成的，潜

移默化地影响情感状态和满意度。保持单身状态是自由权利的选择，但不要以喜欢独处的借口去抹灭更

多的可能性。 
(二) 保持社交联系，需要理解与支撑 
调查中，人们最希望的聊天内容是“生活细节琐事”的分享，最向往的状态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密切的情感关系需要双方互有存在感的陪伴，爱是一种主动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被动性的情感。

类似于进化论和行为经济学，现代人社交的生存之道也有其丛林法则。人际交往需要习得，我们需要耐

心、细心和关注，才会将情感社交的积极性、牢固性和生命力布置到这片丛林中。 
(三) 从自身出发，修炼自己 
能成为伴侣或好朋友，大致是因为性格的吸引和相似的三观。在社交过程中，要维持一段感情很重

要的一点是要保持双方互有的崇拜感，你需要更多了解对方的优点和能力，同时你要有展现自身优点的

能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无论在性格、学识、样貌、品质哪一方面的提升，都会成为维持情感

关系的激励因素。 
映射定律中强调，我们在别人身上的所见不过是我们自身的一种映射，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

我们往往会在他人身上看到互补和相似，互补和相似都吸引我们了解和认识他人进而重新发现自己，这

也便是社交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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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异性网络社交行为情况调查问卷 

您好，我是一名统计系学生，感谢您参加本次调查。聊天是门艺术，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随着网络的普及，

现代人的网络社交问题频上微博热搜，越来越成为讨论的话题。本调查的目的是基于异性网络社交行为探究影响异

性社交关系因素。请您根据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客观回答一下问题。本次调查的问卷仅为学术研究使用，严格保

密，谢谢您的参与！ 
 

1 您现在处于哪种情感状态？(单选) 

A  恋爱期(包括婚姻) 

B  空窗期 

C  追求期 

D  被追求期  

2 您处于此状态多长时间？(单选) 

A  半年之内 

B  半年~1 年 

C  1 年~2 年 

D  2 年以上 

E  来自母胎  

3 您对现阶段状态满意吗？ 

A 非常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一般 

D 不满意 

4 您的恋爱次数？(单选)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D  3 次及以上  

5 请用一句话或一个词语描述现阶段感情状态？  

6 您最常使用的网络社交软件？(限选 2 项) 

A 工作聊天类 APP—微信、QQ 等 

B 吃瓜围观类 APP—微博等 

C 话题知识分享类 APP—知乎等 

D 泛直播短视频类 APP—抖音、快手等 

7 您每天登陆社交软件与异性聊天的平均时长？(单选) 

A  1 小时之内 

B  1~3 小时 

C  3~5 小时 

D  5 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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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异性的哪些特质最先会吸引你？(排序) 

A 颜值 

B 性格 

C 才华 

D 人品 

E 幽默感 

F 兴趣爱好  

9 您更喜欢哪种与异性的社交方式？ 

A 社交媒体交流 

B 面对面交流 

C 线上加线下同时进行  

10 您认为在网络聊天中哪种方式可以增进感情交流？ 

A 搞笑表情包 

B 当下流行语 

C 可爱语气词 

D 花样昵称  

11 您更喜欢哪种网络社交聊天内容？(单选) 

A 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灵魂交流 

B 生活细节琐事—朋友式分享 

C 音乐、视频等—娱乐分享 

D 插科打诨侃大山—缓解气氛增好感  

12 与现实中与异性社交表现相比，您在网络上表现更为？(单选) 

A 更为活跃 

B 更为平淡 

C 没区别 

13 您是否有在交流软件上很谈得来，但在生活中如同“陌生人”的情况？(单选) 

A 很多 

B 有几个 

C 没有 

14 面对不喜欢的异性，您如何回复聊天内容？ 

A 礼貌且正常回复 

B 假装看不见，空闲再回复 

C 不回复 

D 硬核式尬聊(例：“在干嘛？”“在呼吸！”) 

15 您认为与异性的网络社交存在的困难是什么？(多选) 

A 虚拟空间，大家习惯性伪装 

B 交流有效度不高，浪费时间 

C 怕被拒绝，不愿主动交流 

D 共同话题少，不知聊什么 

E 直男式聊天，缺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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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您认为大多数单身人群保持单身的原因？(单选) 

A 颜值不够 

B 财富不足 

C 话少，圈子小 

D 手机好玩，爱豆好看  

E 自我感觉一人挺好  

17 您更倾向于哪种感情状态？(单选) 

A 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 

B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踏实) 

C 感情需保持新鲜感(新鲜) 

D 生活要充满仪式感(浪漫) 

18 您在感情中更倾向于哪种态度？ 

A 主动出击 

B 被动等待 

C 佛系随缘 

D 不相信爱情 

19 您的年龄？ 

A 20 以下 

B 20~25 

C 26~30 

D 30 以上 

20 您的性别是？ 

A 男 

B 女  

21 您的学历是？ 

A 本科以下 

B 本科 

C 研究生 

D 研究生以上 

22 您的月收入？ 

A 3000 以下 

B 3000~5000 

C 5000~10,000 

D 10,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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