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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消费理财”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再

陌生、甚至无法避免的话题之一。近年来，P2P、余额宝、理财宝等各类理财产品层出不穷，

小额、便捷、灵活的新型理财方式更是给了“囊中羞涩”的大学生们更多接触、尝试理财的

机会。 

和讯对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报告中，我们不仅提供大学生理财整体

状况的描述，还分析了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级别、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收入的大学生

群体的消费理财特征，试图为针对大学生的金融产品市场找到市场切入口。 

和讯发现大学生在依靠父母给予经济支撑的同时，也在变得更加独立，能够学会利用更

多途径获得高收入。在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当代大学生的信用消费意识也随之越

来越强，并且善于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手机移动端进行安全、小额、便捷的基础投资理财。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大学生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自己的个性选择，但在理财投资

方面仍停留在浅层接触，不同消费特征的大学生尚无法在投资理财方面找到为自己“量身定

制”的理财产品，针对大学生的投资理财市场仍有较大的可开拓空间和潜力。 

从消费者到未来生产者，大学生在理性谨慎和尝鲜冒险的两种消费理财观间徘徊，他们

对自己的财富管理有着开放的“先行养成”意识，会越来越大胆的进击消费市场，做自主消

费的“主人翁”。这些特征给了理财市场一个加速的契机，可针对大学生对理财产品“安全、

方便、起点低“的需求，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样化且安全系数更高的理财产品，帮助他们形成

理性恰当的理财习惯。 

和讯作为中国最早，也是目前最大的财经网络媒体，特别策划此报告，以便更透彻地

解析大学生的消费理财观，捕捉未来消费理财市场的先行之机和无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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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收入篇 

在大学生消费理财的过程中，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就是他们的收入。收入的多少决定了大

学生群体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也影响了他们的理财需求和层次。总体来说，大学生的每月

收入虽然不同年级、不同学校、以及不同城市表现出一定差异，但总体来说已经较为“客观”，

并且大学生们也学会利用各种途径增加自己的额外收入，这对于其消费理财观和消费理财习

惯的养成来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本篇章中将会展示大学生的每月收入情况以及每月生活

费的主要来源，并了解不同特征的大学生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 

一、 大学生“不差钱” 

早在 2013 年，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在向新生发放的录取通知书上曾附有一封《致家

长的信》，建议家长给孩子每月提供 600 元生活费，最高不超过 1000 元。时过三年，大学

生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情况已大不同往日。和讯调研数据显示，有八成大学生月收入逾千元，

其中重点高校、一线城市和大四（含大五）毕业班和一线城市的大学生中高收入者比例更多。 

1. 八成大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逾千元 

和讯调研数据显示，每月生活费在千元以上的大学生有八成，可见大学生普遍不差钱，

其中有 56.8%的大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1000-2000 元之间，另有 22.8%的大学生每月生

活费达到两千元以上，这对于尚未进入社会正式工作的在校大学生而言，已可谓是“多金”。 

 

 图 1 被调查学生最近半年平均每月可支配生活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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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高校、高学历、毕业班每月可支配收入高 

和讯分别对每月可支配生活费在 3000 元、4000 元以上的学生比例进行重新统计，数

据显示 985、211 重点本科高校学生中每月可支配收入生活费在 3000 元、4000 元以上者

比例更高，其中收入达到在 3000 元以上学生比例为 15.1%，4000 元以上的学生比例为

9.5%；而相比之下，其他类别学校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在 4000 元以上的仅占到 2%-3%之

间。也就是说，高收入学生主要集中在 982、211 重点本科高校。 

  

 

同时，大四毕业班学生中每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学生比例最高，占比

16.9%，其次是硕博研究生占比 15.9%，最少的是大二和大一，分别占比 3.3%和 3.6%；而

每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在 4000 元以上的学生比例情况则显示出与年级、学历的正相关关系，

从大一的 1.9%到硕博研究生的 9.7%，比例逐渐提高。和讯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学历升

高，在校大学生中的高收入群体也相应在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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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高校大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 3000、4000 元以上占比对比 

图 3 

不同年级大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 3000、4000 元以上占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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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线城市大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更高 

不仅是学生所在学校的不同有所影响，大学生学校所在地区的差异也影响着他们的收入

水平。如下图所示，一线城市（包括北上广深四城市）大学生和其他城市大学生每月可支配

收入情况呈现出明显差异。 

 

图 4 不同城市大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对比 

和讯对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月收入在 2000元以上和 2000元以下的学生比例进行重新

统计后可以看出，2000 元成为一线城市大学生和其他城市大学生每月可支配生活费的分水

岭。一线城市大学生每月可支配生活费 2000 元以上的占到 38.4%；其他城市大学生每月可

支配生活费 2000 元以上的仅占到 20.3%，而有更多的学生每月可支配生活费在 1000 元-

2000 元之间，占比 57.8%。 

 

 

 

 

 

 

图5 不同城市大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2000元以上占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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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学生的经济支柱是“家庭” 

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的经济支持仍然是他们每月生活费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其他收入

来源上，不同学历年级、不同学校以及不同性别的高校学生表现出差异，其中学历越高的学

生群体收入来源越多样；重点高校学生中拿奖学金做科研的学生比例较高，三本专科院校的

学生则更多拿到的是助学金，加上自己兼职创业；而在男女生性别差异中，男生更多通过实

习兼职、创业投资“在外”找赚钱门路，女生则还是依靠父母或是学校的奖助学金。 

1. 家庭经济来源是最主要的大学生经济来源，实习兼职受重视 

虽然大学生尚未真正踏入社会工作，但已走出象牙塔的他们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各种方式

“养活”自己，获得收入的渠道更是多种多样。对此，和讯调研数据显示，尽管有 89.6%的

大学生其生活费来源都来自父母（家人），但也有 49.3%大学生会通过自己的实习兼职获得

额外收入；而奖助学金、创业、科研、以及炒股基金也是大学生的“生财”门路。 

 

图 6 被调查学生生活费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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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历越高收入来源越多样，大四兼职创业，研究生做科研 

对比不同年级、不同学历的大学生生活费来源，和讯调研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年

级越高学历越高的大学生对父母的依赖也逐渐减小，依靠父母作为生活费来源的学生比例随

之下降，而通过其他渠道赚到生活费的学生比例逐渐增加。可以说，大学生的年级学历越高，

他们的收入来源越多样。 

其中还可以看到的是，大四（含大五）毕业班学生中有兼职创业的学生比例最高，占比

14.8%；而研究生中有参与科研项目或拿奖学金的学生比例均远高于其他年级，其中科研经

费占比 28.7%，还远高于第二名的 1.4%，足以可见研究生一个主要生活费来源就是做科研。 

 

图 7 不同年级大学生生活费来源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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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高校学生拿奖学金做科研，三本专科院校爱兼职会创业 

相比之下，985、211 重点高校学生拥有更多接触科研项目的机会，其中有 15.2%的比

例通过做科研获得额外收入；而普通三本高校和专科院校的学生则积极尝试除进修学习以外

的其他谋生之路，其中普通三本高校学生中有过实习兼职经历的学生比例为 58.1%，有过

创业赚钱经历的学生比例为 12.6%，均居于高校榜首。不过，无论是 985、211 重点本科高

校还是普通三本高校，对炒股基金等投资虽都有一定程度的尝试，但这一学生比例尚不高。 

不同高校大学生生活费来源情况对比 

生活费来源 985/211重点本科高校 普通一二本高校 普通三本高校 专科院校 

父母（家人） 82.9% 93.9% 89.7% 86.7% 

奖学金 27.6% 10.6% 10.3% 8.6% 

助学贷款、助学金 24.2% 14.7% 41.7% 13.6% 

实习兼职 45.0% 41.6% 58.1% 57.6% 

科研项目助研费 15.2% 0.8% 2.0% 0.5% 

创业收入（如网络代购） 6.6% 6.2% 12.6% 11.9% 

炒股基金等投资行为 6.6% 3.6% 6.3% 4.2% 

其他 2.0% 2.1% 2.7% 2.9% 

4. 女生更偏向奖助学金、科研助研费，男生更多实习兼职创业投资 

在获得更多的生活费以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女生依靠其优秀的学习能力和应试能力，拿

到奖学金（15.7%）、助学金（18.7%）和科研经费（3.9%）的学生比例高于男生；但“创

业热”、“炒股热”成为社会热潮的时代巨轮推动下，男生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更加进取，有过

实习兼职（50.9%）、创业（9.9%）、投资（5.3%）经历的学生比例高于女生。 

 

图 8 不同性别大学生生活费来源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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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消费篇 

对于市场而言，大学生群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消费主体。虽然他们的生活费仍主要来源

于父母“资助”，但没有生活压力的他们也因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成为“月光族”——将每月

拿到手中的生活费统统花光。“手中票子少但消费需求高”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学习、生活、

休闲、娱乐、社交等各方面的开销使得大学生有着不可低估的消费能力。同时，作为未来社

会的中坚力量，大学生更是未来消费市场的主力；在大学期间培养的信用消费习惯，也会延

伸至有更多消费能力的未来的他们身上。在本篇章里，和讯将探究当今大学生的消费特征、

消费内容、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并通过比较分析力图展现不同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脸谱。 

 

一、 大学生的“糊涂账” 

不管是因为属于自主支配个人财务的初级阶段，还是因为没有生活压力开支无度，仍有

不少当今大学生在日常消费中都有一本“糊涂账”。和讯调研数据显示，有三成大学生不清

楚自己每月消费去向，有兼职创业经历的大学生表现稍佳，而女生则表现尤为糊涂，或更需

要理财指导。同时，有两成大学生的每月生活费甚至入不敷出，一线城市生活需要更高的生

活费，但每月生活费仍有结余的仍大有人在，在其他城市生活的大学生也不见得轻松。此外，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在生活费的支出也显示出分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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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成大学生糊涂消费，两成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入不敷出 

大学生群体里面有多少人是对自己的消费情况有清晰认识的呢？和讯发现：七成大学生

都有。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数字，当今时代的大

学生对金钱的规划把控能力日渐提升，但仍有三成的

大学生不清楚自己的钱“流向”哪里,算了一本“糊涂

账”。 

而在生活费花费情况方面，

有 21.7%的大学生表示生活费

“常常不够用，需要借钱”，而每

月生活费能有结余的大学生比

例为 42.9%。 

 

 

2. 一线城市有人钱多有人愁，其他城市生活也不轻松 

从城市分布来看，一线城市中每月生活费“绰绰有余”的学生占比 9.0%，但同时也有

16.2%的一线城市学生每月生活费“常

常不够用”，可见在一线城市读大学，

有人钱多有人愁；但相比之下，其他城

市清楚自己生活费花费情况的大学生

“常常不够用”占比 22.6%，比一线城

市的相对应比例要高，由此可见其他

城市的大学生生活也不轻松。                图 10 不同城市大学生生活费结余情况对比 

被调查学生是否清楚自己生活费花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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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被调查学生生活费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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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生、毕业班消费结余两极端，或为金融产品营销主要对象 

和讯调研数据显示，男生每月生活费“常常不够用，需要借钱”的比例和每月生活费“绰

绰有余，每月结余上千”的比例均要高于女生，更根据前文男女生不同收入来源的对比分析

中男生比女生有更多人尝试兼职创业，或成为男生“有钱”还是“没钱”的原因所在。 

 

图 11 不同性别大学生生活费结余情况对比 

同样地，大四（含大五）毕业班的学生每月生活费结余也表现出两个极端，每月生活费

“常常不够用”和“绰绰有余”的学生比例分别也比本科其他年级要高。大四毕业班外出实

习或工作，需要消费的多，但收入来源也多。针对男生和毕业班学生这一特征，这两个群体

获奖成为金融产品营销的主要对象。 

图12 不同年级大学生生活费结余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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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高校学生每月生活费多结余，专科院校学生常常不够用要借钱 

不同学校类型的大学生在生活费结余方面也各有倾向。985、211 重点本科高校每月生

活费能够结余的人更多，出现生活费“常常不够用”情况的学生比例仅有 14.9%；而专科院

校学生的每月生活费则出现“常常不够用，需要借钱”情况的学生比例最高，达到 27.1%。 

 

 

图 13 不同学校大学生生活费结余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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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兼职创业经历大学生会记帐，女生或更需理财指导 

和讯调研数据还显示，有兼职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更清楚自己的生活费花费情况，占比

74.8%，高于没有兼职创业经历的大学生的 64.6%。 

 

图 14 有无兼职创业经历大学生“是否清楚自己生活费花费情况”对比 

而从性别来看，男生和女生中清楚自己生活费花费情况的学生比不清楚的学生都要更多。

但相比之下，女生不清楚钱怎么花的人数占比要比男生高，也就是说，女生在数字金钱类的

敏感度不如男生，也是一批需要更多理财指导的群体。 

 

图 15 不同性别大学生“是否清楚自己生活费花费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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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学生消费的“主旋律” 

了解到大学生的主要消费内容，才能进行更为准确的市场定位。和讯调研数据显示，生

活基本开销仍是大学生消费的主要部分，但同样地，不同年级、学校的学生在消费内容上也

出现分化，其中本科高年级、专科院校学生的社交休闲娱乐花费多，而普通一二本在教育学

习方面的投入则更多。 

 

1. 生活基本开销是大学生主要消费内容 

对于大学生来说，解决基本吃喝问题是最基本的。在清楚自己每月消费情况的大学生中，

基本生活开销占到其每月生活费花费的一半以上，比例为 55.0%，此外大学生的日常开销

还包括休闲娱乐、教育学习和社交花费。 

 

 

图16 被调查学生各项花费类目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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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科高年级学生社交、休闲娱乐花费高 

休闲娱乐和社交花费在大学生日常生活开销中的重要部分，并且表现出与年级的正相关

关系。本科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在休闲娱乐和社交上的花费更多，尤其对于大四

（含大五）毕业班的学生，即将走出大学，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毕业聚会等人情社交，都少不

了一定的开销，因此相比其他年级学生在社交方面、休闲娱乐方面的花费比例最高。 

 

3. 普通一二本教育学习开销稍大，专科院校学生社交、休闲娱乐花费高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普通一二本高校学生因为所在学校名气较普通，

他们既没有 985、211 学子的优势学校背景，又不甘于普通本科的现状，因而用于考研、参

加培训班、提高技能的花费更多，相比其他学校学生在教育学习开销上的花费比例更高；而

专科院校学生相比之下更“爱玩”，在社交费用、休闲娱乐方面的花费占比更高。 

图 17 不同年级大学生各项花费类目比例情况对比 

图 18 不同学校大学生各项花费类目比例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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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学生最爱网上“买买买” 

据《2016 年中国移动社交电商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

民规模达 6.88 亿，新增网民 3951 万人。同时，在 2015 年，中国网购网民数量为 4.13 亿

人，手机网购网民数量为 3.40 亿人。移动购物已经成为现代人消费的新兴模式，对于与时

俱进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利用互联网进行购物消费更具快捷、便利性，也更符合 90 后大学

生“网络一代”的消费身份。和讯发现，大学生的消费习惯最大特征，即网上“买买买”。 

 

1. 近一半大学生使用手机移动端网购 

随着移动端购物平台技术的开发升级，移动端网购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和讯调研数据

显示，目前有 48.1%也就是近一半的大学生使用手机移动端网购，还有 29.9%的大学生用

电脑网购。 

 

 

图 19 被调查学生消费渠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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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生、大一新生更爱“逛街”进实体店消费 

但是相比之下，男生比女生在电脑和手机移动端的网购更多，比例为 79.6%（女生是

73.7%），而女生在线下实体店的消费更多，比例为 23.2%（男生是 16.9%）。可见，有了网

络便捷的“买买买”平台，男生充分利用此资源，能不逛街就不逛街；女生则还是有一部分

更愿意享受线下实体店消费购物的体验，这不仅仅满足于“网上买东西”而已。 

同时，还有一个群体，因为刚踏入大学，刚进入自主支配财务和接触网络的阶段，更依

赖于当面成交、信任度和熟悉度都较高的线下实体店购买——他们就是大一新生。和讯调研

数据显示，有 26.5%的大一新生线下实体店购买，占比高于其他各个年级。因此，除了女生

以外，大一新生也是实体店消费的“主力军”。 

男 女

电脑网购 31.0% 27.0%

手机移动端网购 48.6% 46.7%

线下实体店 16.9% 23.2%

其他 3.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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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实体店

其他

图 20 不同性别大学生消费渠道情况对比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毕业班 硕博研究生

电脑网购 26.2% 30.9% 31.1% 32.5% 30.8%

手机移动端网购 42.0% 51.6% 49.1% 51.6% 44.6%

线下实体店 26.5% 14.8% 16.7% 13.6% 23.1%

其他 5.3% 2.7% 3.0% 2.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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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不同年级大学生消费渠道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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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用意识强，消费有主张 

不同年级、学校和性别的大学生表现出的消费习惯差异与他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当代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消费独立意识和信用消费意识，当遇到资金有限的情

况还能够善于利用互联网分期付款平台解决问题。不过相比之下，男生、普通三本、专科院

校的学生更愿意使用互联网分期付款购物平台，而女生、重点高校学生则更谨慎对待超过自

己能力的消费，宁愿选择放弃。 

1. 大学生消费独立意识强，善用互联网平台 

如果你有一件你很想买但又没有钱买的东西，你会怎么办？和讯调研数据显示，有 54.1%

的大学生都选择了努力打工攒钱，而不是继续做“啃老族”，向父母张口要钱。与此同时，

互联网分期购物平台的出现也给人们带来了更便捷的信用消费方式，对于往往“囊中羞涩”

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除了靠自己“努力打工或攒钱”，也有 53.2%的大学生群体会选择

利用“互联网分期购物平台购买，再偿还”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 

在互联网分期购物平台的使用上还出现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和讯调研数据显示，

有 55.5%的非一线城市大学生会选择分期付款，而一线城市大学生选择互联网分期购物平

台的才学生比例才有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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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被调查学生“有一件很想买的超出支付能力的物品”的应对情况 

 

图 22 不同城市大学生“有一件很想买的超出支付能力的物品”的应对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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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不同性别大学生“有一件很想买的超出支付能力的物品”的应对情况对比 

2. 男生更愿意借助互联网分期购物平台解决消费困难 

和讯调研数据还显示，在面对自己十分想要但超出支付能力的物品时，59.9%的男生会

选择互联网分期购物平台，50.8%的男生选择打工攒钱，还有一部分男生更倾向于向同学、

朋友借钱购买或者使用互联网分期购物；而女生虽然选择努力打工攒钱的比例占到63.3%，

但此外要么求助于父母，要么会选择放弃，其中放弃的有30.5%，高于男生选择放弃的14.0%。

和讯发现，男生在面对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情况时，更加灵活积极地利用各种途径满足自己

的消费欲望，因此其信用消费的需求也更高，而相比之下女生的选择更为保守。 

 

3. 普通三本、专科院校学生更愿意选择互联网分期购物平台解决消费困难 

同样地，重点高校大学生在信用消费观念方面也与女生的表现相似，除了靠自己打工攒

钱，就要么求助父母，要么干脆放弃购买的打算；但与之不同的是，普通三本院校的学生在

没钱时更多会依靠信贷，其中选择利用互联网分期购买平台的学生比例达到 69.1%，专科

院校学生比例与其相当，也有 66.7%，比其他两类高校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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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不同学校大学生“有一件很想买的超出支付能力的物品”的应对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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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生逾期还款比例低，男生、大四、有兼职创业的学生信用意识强 

和讯调研数据显示，大学生出现信用逾期还款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占比仅在 5.4%，有

67.9%的大学生会按期还款，由此可见大学生具有一定信用意识。 

 

图 26 被调查学生信用消费使用情况 

其中，男生的信用消费意识强于女生，“没有使用过信用消费”的男生比例有 19.9%，

但女生比例有 45.5%；而且，“按期还款”的男生比例也高于女生，分别为 74.3%和 50.3%。 

 

图 27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信用消费使用情况对比 

 

同时，不同年级大学生的信用消费意识也表现不同。大四学生的信用消费意识最强，仅

有占比 10.5%的大四学生没使用过信用消费，并且 83.1%的大四学生都会选择按期还款，

0.3%

5.1%

26.6%

67.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经常逾期还款

偶尔会逾期还款

没有使用过信用消费

完全没有，均按期还款

没有使用过信用

消费
均按期还款 偶尔会逾期还款 经常会逾期还款

男 19.9% 74.3% 5.5% 0.4%

女 45.5% 50.3% 4.1% 0.1%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男

女



中国大学生消费理财报告 2016  

远高于大一新生和硕博研究生。对于即将踏出校门前的开销，他们展现出理性开放，而且也

懂得注重信用，为未来更多更频繁的信用消费做了很好的准备。 

 

 

图 28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信用消费使用情况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有兼职或创业经历”的大学生信用意识更强，其中有 79.7%的大学生

表示会按期还款，高于“无兼职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比例 54.8%。可见，一定的商业实践经

验有助于大学生形象良好的信用消费习惯，提高自身的信用意识。在社会和商业经验的锻炼

中，大学生因此更加懂得信誉的重要性。 

 

图 29 有无兼职创业大学生的信用消费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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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用消费主要购买手机、电脑等必备学习工具 

当使用信用消费时，他们在买什么？和讯调研数据显示，84.2%的大学生们更倾向于使

用信用消费购买如手机、电脑等必备学习工具，这些是属于贵重物品消费，也是必备物品消

费，对于大学生而言，这算是一种“长期投资”。因此从数据来看，大部分的大学生在信用

消费方面都是偏理智的。 

 

图30 被调查学生信用消费流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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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理财篇 

据今年五月份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

告》显示，2015 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交易规模 250 亿元，相比 2014 年的 103 亿元增

长 142%；预计 2016 年将达 680 亿元。随着传统银行以及各大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军消费金

融市场，各类电商、分期网站和 P2P 平台呈爆发式增长，并竞相争夺各类人群市场，其中

大学生也在其列。本篇章中，和讯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财经验，其中“安

全、小额、方便”的理财产品更受到大学生的青睐，但大学生的理财行为仍停留在浅层接触，

理财意识尚未出现明显的人群分化。不过乐观的是，目前来说大学生理财习惯形成的关键还

是来自新媒体的理财信息影响，也就是说抓住新媒体，影响大学生理财也就占有了先机。 

 

一、 大学生的“理财经” 

理财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已经是一堂必修课。和讯调研数据显示，有九成大学生都接触

过各种类型的理财行为，其中余额宝、理财宝等宝宝类理财产品成为大学生理财的新宠。但

细分来看，不同大学生群体的理财行为还稍有区别，其中高年级、有兼职或创业经历的学生

理财经验更丰富；男生尝试的理财类型多，而女生则较为保守，偏爱银行储蓄；此外，重点

高校学生和三本院校学生在理财方式的选择也有所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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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成大学生有理财经验，银行存储、宝宝类产品为大学生主要理财方式 

在被调查大学生中，只有 13.3%的人没有过理财行为，也就是有九成左右的大学生有理

财经验。同时和讯调研数据显示，64.2%的大学生选择将钱存进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61.7%

的大学生选择银行储蓄。相比之下，这是两种风险系数较低且更为方便简单的理财方式，由

此可见大学生对理财依然较为保守谨慎，大学生理财市场仍待进一步挖掘。 

 

 

图 31 被调查学生理财行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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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年级、有兼职或创业经历的学生理财经验更丰富 

和讯调研数据还显示，没有过理财行为的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占比要小，其中大一

没使用过理财行为的学生比例有 58.1%，大四学生中则只有 10.5%。 

 

图 32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没有过理财行为”的情况对比 

另外，有过兼职或创业经历的学生也会比没有过兼职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更具理财经验，

前者没有过理财行为的学生占比仅为 8.9%，而后者则达到了 18.2%。与此同时，高年级、

有兼职或创业经历的学生使用宝宝类理财产品、购买股票基金、购买 P2P 等互联网金融产

品以及购买收益类保险的学生比例都相对更高。由此可见，高年级、有兼职或创业经历的学

生理财经验更丰富。 

不同兼职创业情况的大学生的理财行为情况对比 

理财行为 有兼职或创业 无兼职创业 

没有过理财行为 8.9% 18.2% 

银行储蓄 62.3% 61.1% 

将钱存进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 73.9% 53.4% 

尝试购买股票、基金等 22.0% 15.3% 

购买P2P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25.1% 11.2% 

购买收益类保险 13.5% 7.3% 

其他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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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生尝试的理财类型多，女生偏爱银行储蓄 

男生在理财方面同样和消费行为一样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其中没有过理财行为的男

生占比仅有 19.9%，远低于女生占比的 45.5%。同时，男生在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基金

股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收益保险等的比例都高于女生；女生占比最高的是银行储蓄，

占比 67.6%，而互联网金融类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收益保险等比例无不低于 15%。和讯

发现，男生尝试的理财类型更多样，女生则偏爱银行储蓄。 

 

图 33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理财行为情况对比 

4. 重点高校学生更爱存银行或买股票，三本院校学生更爱 P2P 和宝宝类产品 

和讯调研数据还显示，重点高校的学生更爱把钱存进银行和购买股票，分别占比为 66.3%

和 24.4%，均高于其他类别学校的比例；而三本院校的学生除了银行储蓄，相比其他类别学

校的学生还表现出对 P2P 和宝宝类理财产品的钟爱，分别占比为 26.9%和 74.1%。 

 

图 34 不同学校大学生的理财行为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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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全、方便、小额”理财产品受青睐 

 事实上，大部分大学生对理财产品都并不排斥，但是平台安全便捷是关键。类似于 P2P

和宝宝类理财产品之所以受到大学生的喜爱，主要得益于这类理财产品的投资起点低、使用 

方便快捷，当然资金安全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和讯发现，大学生的理财需求仍然有很

大的缺口亟待满足，如何针对大学生设计更多“安全、方便、小额”的理财产品是下一步需

要解决的问题。 

1. 八成大学生愿意购买理财产品 

和讯调研数据显示，有 83.6%的大学生愿意购买理财产品，仅有 12.70%大学生对于理

财产品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认为自己“不愿意，不需要”。 

 

图 35 被调查学生理财产品购买选择情况 

2. 女生、大一新生、重点高校学生理财产品购买意愿稍低 

相比之下，女生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较低，有 19.5%的女生不愿意购买；而表示不愿

意购买的男生比例则为 11.5%。 

图 36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理财产品购买选择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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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同样较低，其中不愿意购买理财产品的学生比例为

19.5%，高于其他年级的比例。 

 

 

重点高校的学生亦是如此，19.1%的 985、211 重点本科高校大学生不愿意购买理财产

品，高于其他年级的相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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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理财产品购买选择情况对比 

图 38 不同学校大学生的理财产品购买选择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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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财产品安全、方便和小额是首要 

大学生在选择投资理财产品时考虑的因素中，资金安全、流动性好退出方便、购买起点

低小钱也能理财，是位居前三的考虑因素，最受到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分别占比 81.5%、

63.3%、62.4%，由此可见，安全、方便、小额投资理财产品更受大学生的青睐，以及大学

生对这类理财产品的需求。 

 

 

图 39 被调查学生理财产品考虑因素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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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院校与普通高校学生金融产品考虑因素有差异低起点 

普通高校学生（包括一二本、三本学校）对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手机购买、起点低、多

送礼的选择上都稍高，考虑因素更多样化；而重点本科高校更信任学霸的判断，选择“金融

学霸买，我也买”的学生比例是 5.6%，高于其他学院的比例。 

不同学校大学生理财产品考虑因素占比情况 

考虑因素 985/211重点本科高校 普通一二本高校 普通三本高校 专科院校 

资金安全是王道 80.2% 81.0% 85.0% 81.7% 

收益率当然越高越好 46.9% 41.4% 47.8% 43.1% 

流动性好，退出方便 63.6% 61.6% 64.8% 64.8% 

手机购买，简洁方便 33.3% 35.3% 40.5% 39.9% 

购买起点低，小钱也能理财 59.2% 64.2% 65.1% 60.6% 

买就送券送礼品，活动多 7.8% 11.9% 15.0% 13.2% 

金融系学霸都买，我也要买 5.6% 2.7% 4.7% 2.7% 

坚定如山，怎样都不会买理

财产品 
3.9% 3.7% 1.3% 2.6% 

  

5. 越高年级越倾向考虑多元化的金融产品 

和讯调研数据还显示，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流动性、购买简

便、起点低，多送礼品”等各项因素考虑的学生比例都相应增大，可见越高年级越倾向考虑

多元化的金融产品。 

不同年级大学生理财产品考虑因素占比情况 

考虑因素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毕业班 硕博研究生 

资金安全是王道 80.8% 79.2% 82.6% 85.0% 85.1% 

收益率当然越高越好 30.5% 43.1% 49.4% 55.6% 47.2% 

流动性好，退出方便 55.0% 63.5% 68.7% 67.5% 65.6% 

手机购买，简洁方便 27.2% 40.3% 41.6% 43.7% 31.8% 

购买起点低，小钱也能理财 58.8% 62.8% 63.4% 65.6% 63.6% 

买就送券送礼品，活动多 7.2% 12.4% 15.4% 16.7% 8.7% 

金融系学霸都买，我也要买 1.7% 2.9% 3.5% 5.5% 5.6% 

坚定如山，怎样都不会买理

财产品 
5.8% 2.3% 2.2% 2.4% 1.5% 

 

 



中国大学生消费理财报告 2016  

三、 大学生理财意识强，冒险意识各不同 

在大学生理财意识的调研中，和讯列出一些与理财相关的语句并请大学生根据自己的认

同程度对这些语句打分。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2 分表示比较不容易，3 分表示说不准，3 分

表示比较同意，5 分表示非常同意。为了更好地看出意见的分化，在分析中，和讯将选择 1

分和 2 分的人群合并，统称为不同意人群比例，4 分和 5 分合并，统称为同意人群比例。为

了辅助看出大学生意见分化情况，和讯同时也计算了各个语句的平均得分。从调研数据来看，

对于在理财中冒险还是保守也表现的各有不同，但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化尚不明显。 

1. 六成大学生认为投资理财和自己密切相关，有钱学生更有资本投入 

投资理财是不是跟自己有关系？六成的大学生认为是有的。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大部

分认为投资理财与己有关，投资理财意识强。 

被调查学生是否认同投资理财与己有关的情况 

您同意以下说法吗？ 不同意人群比例 同意人群比例 

投资理财都是有钱人玩儿的，和我没关系。 62.6% 14.8% 

 

 

 

 

 

 

图 40 不同收入（3000 以上、以下）大学生是否认同投资理财与己有关的情况对比 

而对于“不差钱”（月收入在 3000 以上）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对理财则更加积极，认

为投资理财是和自己有关系的。因此，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的学生对“投资理财都是有钱

人玩儿的，和我没关系”的认知评分为 1.94；而相比之下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下的学生对此

的认知评分则为 2.28，更加表示同意。可见，月收入的多少决定了大学生的理财观念。 

不同意 同意

3000元以上 71.3% 9.0%

3000元以下 61.9% 15.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投资理财都是有钱人玩儿的，和我没关系

3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



中国大学生消费理财报告 2016  

2. 大多数大学生理财消费有理智讲信用，其中女生表现更佳 

面对“办了信用卡，自己没钱买的东西就都可以买”和“贷款还不了能拖就拖，银行也

不能拿我怎么样”的两个说法，不同意的人群比例分别是 64.7%和 93.9%，高比例的人群

比例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在消费理财方面有理智讲信用。 

被调查学生对“办了信用卡，自己没钱买的东西就可以买”的认识情况 

您同意以下说法吗？ 不同意人群比例 同意人群比例 

办了信用卡，自己没钱买的东西就都可以买了 64.7% 16.7% 

其中对于“办了信用卡，自己没钱买的东西就都可以买”，有更多女生对此表示不同意，

而有更多男生对此表示同意，可见女生在投资理财方面反而更加理性谨慎。  

 

 

 

 

 

而对于 “贷款还不了能拖就

拖，银行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仍是

有更多女生表示了不同意，却有更

多男生表示同意。因此以上两个选

择情况都说明，女生在理财投资时

更加有理智讲信用。 

 

 

被调查学生对“贷款还不了能拖就拖，银行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的认识情况 

您同意以下说法吗？ 不同意人群比例 同意人群比例 

贷款还不了能拖就拖，银行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93.9% 2.3% 

不同意 同意

男 61.9% 18.3%

女 72.3% 12.3%

0.0%
20.0%
40.0%
60.0%
80.0%

办了信用卡，自己没钱买的东西就都可以买

男

女

不同意 同意

男 61.9% 18.3%

女 72.3% 12.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贷款还不了能拖就拖，银行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男

女

图 42 不同性别大学生对“贷款还不了能拖就拖，银行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的认识对比 

图 41 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办了信用卡，自己没钱买的东西就可以买”的认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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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不同收入大学生 

对“只要有眼光，就能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的认识对比 

3. “低风险高回报”投资有人相信有人疑，高年级高收入学生更自信 

“只要有眼光，就能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是否能够成为现实， 对于大学生来说

意见各有不同，其中“同意”的学生比例为 27.4%，“不同意”的学生比例为 25.1%，二者

比例相当，可见“低风险高回报”投资是有人相信有人怀疑的。 

被调查学生对“只要有眼光，就能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的认识情况 

您同意以下说法吗？ 不同意人群比例 同意人群比例 

只要有眼光，就能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25.1% 27.4% 

和讯调研数据显示，从大一新生到大四毕业班，学生对“低风险高回报投资”的认识随

着年级升高，评分均值也从 2.81 到 3.1 逐渐增加，说明对此表示同意的学生也越多。这意

味着年级越高的学生更相信眼光和投资效益的关系，展现出在投资理财方面的自信。 

 

 

和讯调研数据还显示，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上学生对“低风险高回报投资”的评分均值

为 3.07，高于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下的学生评分均值 2.99，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学生越认同

“只要有眼光，就能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也可见他们的自信程度。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毕业班

均值 2.81 3.01 3.08 3.1

2.65

2.7

2.75

2.8

2.85

2.9

2.95

3

3.05

3.1

3.15

3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

均值 3.07 2.99

2.94

2.96

2.98

3

3.02

3.04

3.06

3.08

图 43 不同年级大学生 

对“只要有眼光，就能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的认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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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炒股赚钱是否靠运气”观点有分歧，低年级学生更信“老天爷” 

炒股赚钱是否靠运气？和讯调研数据显示，不同意的学生比例为 28.3%，同意的学生比

例为 38.2%，两者比例同样相当，可见关于“炒股赚钱靠运气”这一观点的意见在大学生群

体中也存有分歧。 

被调查学生对“炒股赚钱都是靠运气，保险起见还是不要碰”的认识情况 

您同意以下说法吗？ 不同意人群比例 同意人群比例 

炒股赚钱都是靠运气，保险起见还是不要碰 28.3% 38.2% 

 

同时，年级越低越相信运气，从大一新生到硕博研究生对“炒股赚钱靠运气”的评分均

值也随之下降，可见随着年级升高，大学生对这个说法越来越不认同。低年级学生更相信运

气，而高年级学生则不相信运气成分，也反映出大学生对投资理财不断理性认知。 

 

图 45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对“炒股赚钱靠运气，保险起见不要碰”的认识对比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毕业班 硕博研究生

均值 3.19 3.17 3.12 3.07 3.01

2.9

2.95

3

3.05

3.1

3.15

3.2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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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老媒体、同辈影响“三驾马车”，拉动大学生理财 

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大学生理财观呢？和讯调研数据显示，在信息渠道方面，新媒

体渠道的理财信息是大学生获取理财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传统媒体和同辈信息渠道也在起作

用。但是不同的大学生群体对不同渠道的理财信息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高年级学生有更多的

同辈理财经验分享，重点高校学生更相信金融学霸，女生和大一新生则更信任父母老师长辈

的“悉心指导”，由此可见要想影响不同大学生的理财观和理财行为，首先得“对症下药”。 

1. 新媒体渠道理财信息是关键，传统媒体仍起作用 

大学生通过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资讯已属于常态，其中自然也包括理财信息。有占比

73.3%的大学生表示通过新媒体（微信、微博、网站等）了解理财信息；有 33.2%的大学生

通过同学、朋友了解理财信息；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等）了解

理财信息的大学生也不少，占比 32.1%。和讯发现，新媒体渠道理财信息是关键，传统媒体

仍起作用。 

 

图 46 被调查学生了解理财信息渠道占比情况 

 

 

73.3%

33.2%

32.1%

24.8%

17.9%

2.1%

新媒体

同学、朋友

传统媒体

老师、家长、其他长辈

银行客户经理、商业推

广人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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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年级学生同辈理财信息分享更多，接触银行客户经理、商业推广更多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队友”好不好，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是理财的关键。调研数

据显示，随着年级升高，大学生对同辈理财信息的分享，从大一生到硕博研究生的“同学、

朋友”理财渠道比例从 27.9%到 49.7%随之增高；同时，随着与社会接触更多、财务管理

需求越多，他们接触到的银行客户经理、商业推广也更多，其中大四毕业生中的学生比例最

高，占比 19.8%。 

 

图 47 不同年级大学生了解理财信息渠道情况对比 

3. 重点高校学生更信任金融学霸 

越是重点高校的金融系学霸，

就越被信任。重点本科高校学生相

信同样在重点高校的优秀人才——

金融学霸定会将自己的“理论付诸

于实践”，跟着买就不会有错。因此，

重点本科高校学生信任学霸的学生

比例是5.6%，高于其他学校的比例。 

传统媒体 新媒体
老师家长其

他长辈
同学朋友

银行客户经

理/商业推

广人员

其他

大一 33.7% 66.5% 37.4% 27.9% 16.4% 2.0%

大二 32.8% 74.0% 20.2% 31.1% 17.5% 2.1%

大三 32.1% 75.1% 18.5% 34.1% 19.1% 2.6%

大四毕业班 32.0% 81.1% 20.0% 39.9% 19.8% 1.9%

硕博研究生 21.5% 74.4% 31.3% 49.7% 17.9% 1.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5.6%

2.7%

4.7%

2.7%

0.0%

1.0%

2.0%

3.0%

4.0%

5.0%

6.0%

重点本科 普通一二本 普通三本 专科院校

图 48 不同学校大学生的信任金融学霸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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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生、大一新生更信父母老师长辈，男生、大四毕业班有自己的理财想法 

家庭不仅是大学生的经济来源，还可能是大学生接触理财的第一课堂。调研数据显示，

大学生会“有意识地参考父母的理财产品和方式”的学生比例最高，占比 28.6%。 

 

 

 

 

 

图 49 被调查学生“是否会受到家庭成员理财行为的影响”占比情况 

相比男生，有更多的女生会有意识地参考父母的理财产品和方式，其中“参考父母理财”

的女生比例为 32.3%，高于男生占比的 27.3%；男生则更多地表示有自己的理财想法和习

惯，有 26.1%的男生表示“我有自己的理财想法和习惯”，而女生只有 19.1%。 

 

图 50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是否会受到家庭成员理财行为的影响”情况对比 

同时，大一新生也会更愿意“有意识地参考父母的理财情况”，对应的学生比例为30.4%，

远高于学生比例仅 19%的“有自己的理财想法和习惯”；而大四毕业生选择“有自己的想法

和习惯”的学生比例最高，占比 30.1%，可见大四毕业生在大学四年期间已有较多的理财经

验，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财想法和习惯。也就是说，大学生的理财观和理财习惯是具有一定可

塑性的。 

没有关注过
父母好像也不

怎么理财

会有意识地参

考父母的理财

产品和方式

我有自己的理

财想法和习惯

男 21.7% 24.9% 27.3% 26.1%

女 21.5% 27.2% 32.3%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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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想法和习惯
没有关注过

系列1 28.6% 25.5% 24.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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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被调查者样本结构 

 调研人群为大学生群体 

和讯本次问卷针对大学生消费理财行为情况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部分、

基本收入和消费情况、理财与信用消费情况。 

1. 性别情况 

本次接受调查的对象中，男性占调查人群的73.6%；女性占调查人群的26.4%。如图

所示： 

 

 

 

图 1 被调查人群性别分布 

2. 学校类别 

和讯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将被调查群体所在大学类型分为 985、211 重

点本科高校、普通一二本高校、普通三本高校、专科院校，其中，普通一二本高校和专

科院校相对较高，分别达到 42.6%和 35.8%。如图所示： 

 

图 2 被调查人群的学校类别分布 

985、211重点本

科高校
12.4%

普通一二本高校
42.6%

普通三本高校
9.1%

专科院校
35.8%

73.6%

26.4%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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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在年级 

和讯本次调查将被调查群

体的大学所在年级分为大一、大

二、大三、大四（含大五毕业班）、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其中，

大二和大一的比例较高，分别达

到 30.9%和 25.6%。如图所示： 

4. 城市分布 

和讯本次调查将拥有较多高校资源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重庆、西安、

哈尔滨、沈阳九个城市作为主要

调查城市，其余城市的学校作为

其他。其中，其他城市的被调查

者最多，占被调查者的 75.9%；

北京占到 9.1%，深圳的被调查

者比例最少，仅有 0.3%。报告中的一线城市包括北上广深四座城市。如图所示： 

5. 星座分布 

和讯本次调查考察了被调查人群的

星座属性，其中狮子座占被调查人群的

比例最大，是 9.6%；处女座和天秤座位

居第二，各占 9.5%；水瓶座的被调查者

比例最少，仅有 7.0%。如图所示： 

25.6%

30.9%

24.9%

12.7%

4.8%

1.1%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含大五毕业班）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9.1% 3.2% 3.1% 2.4% 1.9% 1.8%
1.4% 1.3% 0.3%

75.9%

北京 武汉 广州 重庆 西安 哈尔滨 上海 沈阳 深圳 其他

9.6% 9.5% 9.5%
8.5% 8.4% 8.2% 8.2% 8.0% 7.7% 7.6% 7.6%

7.0%

图 3 被调查人群的年级分布 

图 4 被调查人群的城市分布 

图 5 被调查人群的星座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