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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毕业季租住痛点调查报告 

 

又到一年一度毕业季租房高峰期，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破千万预计 1076 万人，规

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开始高校毕业生也正式进入到了“00 后”时代，不同的世代、更

大的需求，叠加疫情防控常态化影响，需要对毕业生住的问题投入更多关注。 

 

对于毕业生而言，走出学校，生活的 A 面是找到一份好工作，B 面则是在自己选择的城

市安一个“家”。一份好的工作可以安放理想，一个好的“家”可以安放生活，二者对于开启毕

业新生活都至关重要。因此，贝壳研究院推出《2022 毕业季租房生活调查报告》，从租前、

租中、租后三个阶段分析毕业生租房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与痛点，为毕业生租房提供必要的经

验参考，从住的领域帮助同学们开启美好新生活。 

 

研究依据个体需求层次——生理、安全、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以及租住过程—

—租前、租中、租后两大逻辑，重点关注毕业生租住过程中存在的经济压力、套路避坑、人

际关系、生活品质、租住稳定等痛点及需求问题。 

 

 

1、实力：价格与条件的微妙平衡 

租金基本控制合理、支付门槛更难毕业生，超半数认为 3 个月内能实现独立租房 

 

对于大多数走出校园、走进城市的大学生们而言，租房是解决住的问题的主要方法，但

还没挣钱就得花钱，在租金和居住条件之间，是毕业生们小心在维护的“讲究”与“将就”的生

活平衡法。 

 

现时的经济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租金水平，一方面来自于支付门槛。 

 

首先，租房经济压力直接取决于租金水平，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租房的开销占收入比例

太大，生活的幸福感就很小，因此房租收入比很大程度上关乎到毕业青年初入社会时的幸福

指数，带来生活压力。贝壳研究院另一份最新平台关于这届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显示，有近 7

成毕业生每月支付租金在 2000 元以内，超 9 成毕业生每月支付租金在 3000 元以内；超八

成毕业生将房租控制在了占收入 30%以内的合理范围；大城市毕业生租房房租收入比更高，

承担的经济压力更大。一般认为，30%是房租收入比的“幸福分割线”，一旦超过则表明房租

压力过大。 

 

租金水平控制的基本合理，但叠加首次租房的支付门槛可能才是毕业生租房经济压力的

真正来源。首次租房一般需要一次性支付租金、押金、中介服务费等费用，我们的调查中“押

一付一”“押一付三服一”“押一付三”“押一付一服一”是毕业生最常见的首次支付费用，占比分

别为 18.98%、14.56%、13.63%和 11.7%。这意味着对于部分毕业生而言刚走出校园，就需要

一次性拿出 3-5 个月的租金，这比租金水平带来的经济压力体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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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租房经济压力体感调查显示，有近两成毕业生租房感觉经济压力“非常大”，大城

市、收入偏低毕业生对租房的经济压力感受更强烈；城市能级越高毕业生感觉租房经济压力

“非常大”的占比越高，各能级城市中收入较低的群体感觉租房经济压力“非常大”的占比均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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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对一定的现时经济压力，这届毕业生也还是表现出了独立自强的一面。贝壳研究

院另一份最新平台关于这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今年超 5 成的高校毕业生第一笔租金主要

来源于个人储蓄，相比于 2018-2022 年占比提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贝壳研究院此次调查显

示，有 57.17%的受访毕业生认为自己能在 3 个月内仅靠自己的收入实现独立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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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生租房安家的过程中，各界也推出了很多助力举措帮助缓解租房经济压力，除了

各城市政府推出了租房补贴、公共租赁住房、人才租赁房等住房优惠政策，租赁中介企业也

针对毕业生推出了减免租金、押金、中介服务费等的优惠政策。在我们的调查中，有 55.23%

的毕业生通过房屋中介租房，这其中有超过半数的毕业生享受到了租赁企业对服务费、押金

和房租等的减免优惠，其中有 67.77%的受访者对企业的举措持积极肯定态度。 

 

\ 

 

 

2、套路：经验不足与风险隐匿的持续博弈 

租房过程最担心被骗，多数毕业生遇纠纷“硬杠到底”，但一线城市更能忍 

 

经济压力这道难题，毕业生还可以在家庭、社会的支持下得以解决，而租房中各种套路、

各种坑的识破与规避，多数时候需要这群“社会新鲜人”自己去面对，这对于社会经验不足的

毕业生们而言更让人头疼。 

 

贝壳研究院调查显示，2022 年毕业生租房前最担心的问题是“被黑中介、二房东欺骗”

（41.83%），其次是“虚假房源信息多”（25.17%）。象牙塔里住四年，踏出校园、踏入城市，

搬家租房、上班工作，毕业生在租房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经验不对称、精力不对称等劣势，

在租房过程中从房源、出租资质、看房、签约、入住等各个环节都可能遭遇“套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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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调查中，若出现住房租赁纠纷问题，大多数毕业生会坚持积极维权，但维权力

度受维权成本限制。对待住房租赁纠纷问题，仅有 0.46%的受访毕业生表示会忍气吞声，近

九成毕业生会偏向于“硬杠”（妥协程度评分 6 分及以上占比 89.23%），甚至有 12.3%的毕业生

表示无论如何都会“刚”到底。但分不同能级城市看，一线城市的毕业生租房遭遇纠纷问题被

迫忍气吞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纠纷维权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一线城市生活和

工作节奏快，很多毕业生还是初来乍到，维权成本更高，多数时候不得不选择妥协。 

 

从毕业生们倾向选择的纠纷问题的解决途径看，也基本依据维权成本的大小选择，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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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倾向选择“与出租人（房东、中介）协商调解”（47.33%），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解决的占

比为 16.11%，一般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解决需要走起诉、立案、开庭、判决、执行等一系列流

程，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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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系：离开集体与走近室友的磨合 

租住生活最担心遭遇“不靠谱”室友，卫生习惯问题最易引冲突 

 

走出校园，租住生活中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居住空间构成了新生活的“附近”，直接决定

了租住生活的幸福度，但对于很多毕业生而言，这也成为了租住生活的痛点问题来源。 

 

在我们的调查中，仅有 14.56%的租房居住毕业生仅一人居住，也就是说大多数毕业生租

住生活都绕不过“室友”人际关系；租住生活中最担心的问题是“碰上不好相处、有不良习惯

的室友”（35.09%）。 

 

遇到“不靠谱的”室友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因此在室友选择上大家都很谨慎，在

选择合租的2022年毕业生中，排在第一的“候选室友”是自己的同学（68.69%），且女生（73.15%）

选择同学的倾向要高于男生（63.21%）；其次是选择同事作为室友（19.03%），男生（23.7%）

这一选项上的占比则要高于女生（15.23%）。 

 

男女在室友选择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此次调查中，70.14%的女生介意室友为异性，

而 65.19%的男性不介意室友为异性；“室友能否为情侣”女生的拒绝态度更明显，71.74%的受

访合租女生介意室友为情侣，男生介意的占比为 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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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们认为最容易引起室友相处冲突的问题是卫生习惯问题（40.04%），其次是隐私

尊重（22.35%）、噪音（17.48%）和作息习惯（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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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房东和邻里也是租房生活过程中毕业生可能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在需要接触房东

的受访毕业生中，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是“设施维修敷衍了事，不解决根本问题”（39.87%）；其

次担心的问题是“房东私自进入房屋”（27.14%），其中女生（31.26%）对这个问题的担心程度

要高于男生（22.33%），反映出女生对租房安全感的需求感更强。在邻里问题上，毕业生最担

心的问题是居家休息时间遇到“装修、音乐等噪音”（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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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质：现时需求与美好生活的差距 

减经济压力降品质要求，过半租住面积<20 平米，配套需求重在解决“食住行” 

 

毕业生的心理天平，一端是刚毕业囊中有限的租金预算，一端是构建美好生活需要的更

优质的房屋品质、更便捷的区位和通勤、更好的家电配套……在我们的调查中，面对现实压

力，毕业生们不得不放弃对面积、户型和朝向等房屋品质的追求，在一线城市打拼的毕业生

更是选择“增加通勤时长住的更远”来应对，这让租住生活品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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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租住房屋面积要求是毕业生们首选的减轻经济压力的方式，这也让毕业租住生活空

间被压缩。在调查中，有过半（50.2%）受访毕业生租房面积不超过 20 平方米，城市能级越

高因为租金水平越高，毕业生租住的房屋面积越小，一线城市中有 60.73%的受访毕业生租住

面积不超过 20 平方米，而二线及以下城市这一占比为 46.77%，差距显著。 

 

 
 

 除了房屋本身，房屋及其周边的配套条件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毕业租住生活的品质，我

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对配套的需求重点在于解决“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对品质生

活的追求不是当下阶段的重点。在房屋配套方面，净水器（61.12%）和电饭锅（54.76%）成

为这届毕业生的生活家电“刚需”；在小区配套方面，优质物业服务（33.93%）和电梯（33.46%）

是两大最强烈需求；1 公里生活圈内，美食街、生鲜超市和轨道交通成为最受毕业生欢迎的

社区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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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稳：长期租住与保障需求的矛盾 

多数不接受长期租住一定要买房，租期中断、租金中途上涨等不确定性问题影响大 

 

租房成为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解决住的问题的一种普遍选择，但要让租房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还有一段路要走，租金压力、租房陷阱、关系冲突、生活品质……对于毕业生而言，这些

不确定因素带来的不仅有现时的压力，还有对于未来的隐忧。贝壳研究院调查显示，这届毕

业生受访者有近半（49.81%）不接受长期租房生活，其中一线城市因为房价较高、购房资格

等现实限制，对待“长期租房生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确定性更大。 

 

“租房生活没有归属感、安全感”（56.93%）和“租房生活不稳定”（24.02%）是不能接受长

期租房的两个主要原因，本质上这些原因都是租住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租

期中断、租金中途上涨、租售同权保障等问题直接影响毕业生对长期租住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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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毕业生对租住生活方式的信心，需要提供更多的保障。贝壳研究调查显示，毕业生

在租住生活中最希望得到的保障涉及押金、服务费等资金安全、房屋使用权保障以及意外风

险的保障机制，具体来看，保障需求最大的两项是“押金退还保障”（46.79%）、“合同期间被

解约，免费换房”（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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