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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理财规划设计研究 

摘要：大学时代是赚取人生中第一桶金的时候，是理财的起步阶段，也是学

习理财的黄金时期。如今，大学生的理财现状如何？理财行为存在哪些问题？大

学生应如何进行理财？为了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理财现状，帮助大学生提高理财

能力，为大学生提出一个合理的理财规划，我们在 2012 年 5 月申报成立了《大

学生理财规划设计研究》项目组。一方面通过各高校在校生，了解他们的消费、

理财现状；另一方面，通过对唐山的几所高校的走访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消

费、理财现状。通过两方面的结合，经过近 12 个月的研究，我们对唐山市大学

生理财现状有了全面的了解，并在实践调查和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理财规划建议。 

关键词：大学在校生 理财 规划 投资 

一、 项目背景及意义 

与以往崇尚单一、节俭的大学生相比,如今大学生的消费追求丰富,呈多元

化发展的趋势。大学生目前的开销大部分由父母提供,消费方向不确定但是相对

集中,且浪费的空间较大。大学生的理财观现状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理财意识

薄弱,理财能力有限,理财规划不科学。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尚未明确理财的真正

含义,对理财存在误解或者理解片面，一般谈到理财，想到的不是投资就是赚钱。

实际上理财的范围很广，理财是理一生的财，也就是个人一生的现金流量与风

险管理。包含以下涵义：①理财是理一生的财，不是解决燃眉之急的金钱问题

而已。②理财是现金流量管理，每一个人一出生就需要用钱（现金流出）、也需

要赚钱来产生现金流入。因此不管现在是否有钱，每一个人都需要理财。③理

财也涵盖了风险管理。因为未来的更多流量具有不确定性，包括人身风险、财

产风险与市场风险，都会影响到现金流入（收入中断风险）或现金流出（费用

递增风险）。针对大学生来说，理财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开源节流”。 

近几年在大学里比较流行一个词语----“经济危机”，一到学期末“经济危

机”，就在校园里蔓延开来，很多同学都要靠借款度日。“大学生理财问题”，越

来越受到同学们的关注，尤其是刚步入大学生活的大一同学。不少同学由于理财

能力的欠缺造成上半月“富翁”，下半月“负翁”的局面。  

金钱观方面,大部分同学的观念较为准确,认为金钱很重要,但是也不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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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所有；消费观方面,大部分同学缺乏理性的消费观,消费缺乏计划性,较为

盲目且易冲动；投资观方面,大部分同学了解甚少,投资知识较少,同时认为投资

离自己较远,有学习投资理财知识的兴趣,但是觉得目前投资尚早；创业观方面,

绝大部分同学知道创业的事迹,同时希望创业,但是不知道创业的方式和方法,无

从实施。从理财知识层面来看，总体来说,高校中很少设置关于理财的课程，大

学生普遍通过网络等途径获取理财知识,但是相当的零星且不深入。有部分经管

类学生了解的知识为课本中提到的如市场经济、市场运行规律、商品经济、货币

流通等。但是对于财务知识,投资知识所知甚少。大部分同学知道理财的重要性,

但不知道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有少部分同学认为理财是以后的事情,现在

做起为时尚早。 

大学时代是赚取人生中第一桶金的时候，是理财的起步阶段，也是学习理

财的黄金时期。在大学时代养成很好的理财习惯，平时适度地紧缩财政支出，

为自己培养一个富有弹性的消费习惯，往往可以受益终生。 

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为何目前大学生的各种理财观念和消费行为饱受社会各界批评？大学生理

财现状究竟如何？如何才能提高大学生自身的理财能力？对于大学生理财规划

有哪些合理建议？带着上述问题，我们成立了《大学生合理消费及投资理财的调

查研究》项目组。由大学生“亲自操刀”，以大学生自身的独特视角，采用“地

毯式”调查，对唐山不同阶层高校内大学生的理财状况进行全面调查。 

（一）研究思路 

主要调研内容：大学生的理财现状，大学生希望得到的理财建议等。在调

研过程中，针对唐山市的几所高校，进行问卷发放。调研结束后，对问卷进行统

计和分析，并对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老师进行采访，咨询一些关于大学生理财规

划的建议，集体撰写一篇关于大学生理财规划建议的论文，以供大学生参考，最

后撰写研究报告，并通过座谈等方式，给在校大学生提供理财规划的有效建议。 

（二）研究准备 

项目组通过搜索网络资源、查阅图书馆文献、咨询专家等形式，完成了此

次调研活动的策划书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同时，为了使数据处理更具科学性，

我们学习了统计学相关的知识和方法以利于后期的大量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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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项目组选取唐山市的几所高校，对其不同阶层高校内大学生的理财状况进

行全面调查。 

（1）网络版问卷调查 

我们充分利用了网络的广泛性以及便捷性，在网上通过 QQ等聊天工具以及

贴吧、论坛等形式对大学生的理财现状进行调查，获得了大量样本，涉及了河北

联合大学、轻工学院、唐山师范学院、唐山学院等几所高校。共收集电子问卷

200份，其中有效问卷184份。 

（2）纸质版问卷调查 

唐山聚集了河北联合大学、唐山学院等多所高校，具有非常好的样本特征。

通过对唐山地区就读的高校学生的调查，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现在大学生的理财

现状，同时了解目前就读的大学生对“理财”的认识。 

在具体的实施中，我们走访了河北联合大学、唐山学院、唐山师范学院、轻

工学院等几所高校，向各个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发放纸质调查问卷，共计 600 份，

其中回收的有效的样本共计 552 份。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还对部分对

我们研究内容感兴趣的学生做了简短的口头访问，以期广泛、直接地了解了唐山

地区高校大学生的理财现状。 

2、学生采访 

为了更深入、全面、直观的获知大学生的理财现状，我们在高校内采访了多

位大学生，对他们进行深度访问。有一些受访者，当被问及是否有过理财经历时，

他们大多第一反应都是回答没有。在我们提问“平常是否有记账和储蓄的习惯”

时，有不少同学会很惊讶地说，“这也算理财吗?”  

3、家长访谈 

在与大学生家长进行访谈时，部分家长表示自己对孩子平时钱怎么花，如何

理财并不十分了解，且并未对此进行相关教育。“孩子需要多少钱我就给他汇过

去多少”，“现在就让他理财是不是早了点，工作了自然也就会理财了”，部分家

长如是说。当被问及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利用课余时间兼职时，一些家长表示很

愿意自己的孩子能提前接触社会并锻炼自己，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家长表示还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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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孩子能在校安心学习。 

4、教师访谈 

针对大学生理财现状以及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专门对我校经济管理系会计

和财务管理专业的部分老师进行了面对面采访。 

吕冰：唐山学院经济管理系财务管理 

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研究方向：财务与会计、企业理论、 

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公司理财。                                                  

吕冰老师表示，大学生处于对自

由资金使用和规划的初级阶段，这个

时期最主要的是要养成一种理财的理

念。大学生现在主要还是现金消费的阶段，但也有了一部分学生开始涉及信用消

费。但是大学生一定要注重风险管理，建议还是把主要的结余资金投入到自我的

学习技能中去。有的大学生的手中有些闲钱，或者可以省出一部分钱来进行投资

（股票、基金等）。在未进入社会之前学习一些理财的经验或者工具。可以拿很

小的一部分钱做一个实验，从中学到东西对学生的发展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的，并且可以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老师比较赞同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去兼职，

实践对于大学生来说很重要，但在兼职实践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应当在大学课

堂中把理论部分掌握扎实，不能为了赚钱而做过多的实习与实践而荒废了学业。 

三、 调查问卷分析 

1、说到到理财一定会想到消费，男性和女性在消费行为特点上有很多差别，

导致其在理财上有着各自的特点。所以我们对问卷按性别的不同进行分类分析： 

首先我们对大学男生女生的月消费水平做了如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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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大学生中无论男女月消费在 500～1200 的均在 75%以上，月平均

消费比较低的人群和月平均消费比较高的人群男生都要略多于女生，间接说明男

生的消费习惯比女生更容易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由统计数据可看出，饮食在消费中占绝对主体，这主要和我们所处的人生阶

段有关，大学时代我们 85%以上的资金都是来自于家庭，所以我们的消费结构有

着自身独有的特点，即基础性消费尤其是饮食消费占绝大部分，而享受性消费相

对来说要偏低。其次，在消费结构中男女生也有差别，女生在洗、化用品上的支

出远远大男生，这是性别差异造成的直接影响，虽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女

生要比男生花费在装扮上的金钱和精力多得多。在书籍、娱乐等女生稍领先于男

生，这说明了女生的自律性要比男生强一些，即使到了大学这个大环境比较宽松

的环境仍然能坚持学习。其他消费多为一些社交消费，在这方面男生就要比女生

所占比率大，说明在大学中，男生更注重社交，懂得积累人脉，为将来走向社会

做好充足准备。 

2、大学四年，所以每个年级的消费行为都不甚相同，又有着各自的特点，

因此其体现在理财方面的差异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下是不同年级的消费水平统计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大一月消费 500 元以下的比率远远大于其他年级，而超过

1200 的比率又远远低于其他年级，其中 500~800 占 64.29%，可见大一相对于其

他年级消费水平比较低，这和大一学生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额可支配资金还不能适

应有关系。其中大四学生的消费也很有特点，低消费和高消费都比较高，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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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的比率为四个年级中最大的，究其原因，和大四所处阶段不无关系。大四

同学中，考研同学占去很大比例，这部分人在考研的准备期间，将大部分时间用

于学习，相对于其他年级减少了各种消费行为的发生，所以会出现月消费 500

元以下的比例远远大于其他年级；当然，大四同学中也不乏忙于找工作、出国等，

这部分人在找工作和出国准备的过程中需要许多大额消费的情形，自然高消费的

比率要比其他年级要高很多。 

3.关于年级与理财的统计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大一 35.71%没有理财规划，是四个年级里比率最高的。一

方面是大一学生对环境突然变化还没有很好地适应，另一方面是大一同学的理财

知识相对欠缺。四个年级同学考虑过理财但是还没有理财方案的比率依次递增，

说明随着阅历的增多，眼界的开阔，对宽松的资金现状的适应，以及理财知识的

增长，理财越来越受到同学的重视，已经纳入考虑范围。有理财方案但仍没有执

行的比率依次递减，说明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对自己的理财方案越来越有把

握，并渴望“小试牛刀”。 

4、资金来源与投资方式的关系： 

大部分学生对结余资金通常都不进行处理选择存入银行生息。资金主要由

家庭提供的同学很少有人选择投资，而资金来源中兼职和银行贷款来源所占比

重比较大的同学，选择做小生意的人比较多，做兼职的同学商业头脑发达，通

过银行贷款的同学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多是一些学习优秀又渴望赚钱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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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部分同学投资股票的比率最大。 

5、对获得理财知识的途径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按百分比从多到少分别为：相关书籍（49.06%）、网络

（37.26%）、电视节目（36.32%）、报纸杂志（31.13%）、亲朋好友指导（31.13%）、

有关理财的课程（16.51%）、银行或是证券公司介绍（10.38%）。书籍、网络、电

视节目是大家比较喜欢用的三种方式， 报纸和亲朋好友是仅次于这三种方式， 而

选择课程的人占了很少的比例，说明理财课程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应该

进行课程的改革。 

6、对大学生希望获取的理财知识进行调查 

 

统计数据显示，绝大部分人希望获得的是与生活相关的投资建议，而想获得

理财知识的人比想获得建议的人少了百分之二十。表明大部分人更倾向于知道自

己应该怎么理财而不是理财的方法和知识。这一结论同时表明，大学生更希望得

到切实可行的有效的理财建议，而不是自己花费大量时间，通过理财知识的学习

再得出理财建议。 

本次研究，就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大学生希望得到的理财建议，这一统计数

据，更加突出了我们进行此次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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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问卷调查，很多大学生对于理财规划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项目组

将这些建议整理成表格的形式，将这些建议进行了比较分析。 

在一定范围内，任由自己花费，但是如果较大金额，需要听父母的。 

合理消费 

有待提高 

学校开设相关课程 

根据个人需要 

掌握好每个月的花销，要对自己的花销有个规划，每个月该花多少钱，如果有剩余该

多想想父母 

放卡里，不管它。该花就花。 

多开设相关课程，帮助大家共同理财 

大学生应该多进行财务整理 

合理性消费 

理财要合理 

减少娱乐多吸取知识，既省钱又有价值。 

对于小钱不要计较，大钱要懂得把握 

希望能开设一些关于理财的课程让大学生学习 

合理分配资金 

细水长流 

好好生活 

先去赚钱，体会赚钱的艰难，然后才会有理财意识 

没什么建议 

区分必要花销和非必要花销，适当控制非必要花销 

在生活中积累经验，但更希望有成功人士的讲述！ 

对于理财，个人觉得还是应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对未来很有帮助 

多学 坚持！ 

习惯很重要 

开设理财选修课 

普及基础知识 

理性消费，崇尚节俭，朴实无华即可 

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理财习惯，节约花钱~~·不乱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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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是走入社会的一项基本技能，不论工资的高低，都要有一定的理财计划，切不可

很多大学生可能都没有考虑过理财方面的问题 

多和大学生生活相关 大学生理财能力普遍较差。需要进行一定的专业学习。 

还是应该多一些指导吧 

希望学校提供相应课程 

花该花的钱~！ 

开设一些相关选修课 

觉得大学生学习理财很重要，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了解基本的常识 

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慢慢来，循序渐进，节俭才是硬道理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大学生无所谓了。会投资就行了 

应该让大学生学会理财，这样我们的钱才能花到更有用的地方 

对理财没有很大的认知，所以想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渠道去提高。 

平衡开支，像大额的支出一定要记账，将开支分类，像日用品，服饰，旅游外出等各

大学生应掌握一定的理财信息，合理的进行日常开销。 

首要任务是普及理财知识，让大家认识到理财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最好交由专业人士帮忙，自己时刻关注其动向 

嗯关注度不够 

现在大学生理财观念淡薄，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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