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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股票投资作为个人理财的方式并且在大学生活中进行着实际的操作。但

是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跌较为频繁，大学生股民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有些甚至影响到了个人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2022年浙江省10余所本专科学校的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调研，从炒股

和非炒股大学生“两个角度”分析大学生对股票投资的意见，旨在了解大学生股票投资的教育现状；其

次，本文利用logit回归初步推断出当代大学生股票投资的主要原因有参加理财社团和自主学习股票投资

相关知识；最后，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角度考察了大学生股票投资的认知偏差，运用Apriori算法挖掘出投

资教育现状是引起大学生股票投资认知偏差的主要因素，进而反思学校的理财教育，讨论引导大学生理

性股票投资的策略，并提出改进投资教育状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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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college students have taken stock investment as a way of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re carrying out practical operations in college life. However,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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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market rises and falls more frequently, the mood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tockholders have 
also been affected, and some have even affected their daily lives.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takes 
college students from more than 1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22 as the 
survey subjects, and analyzes the opin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on stock investment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stock trading and non-stock tradi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intention of under-
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education on stock investment. Secondly, this paper uses logit re-
gression to preliminarily infer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tock in-
vestment are participation in financial clubs and self-study of stock investment related knowledge. 
Final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gnitive biases of college students’ stock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finance, and uses association rules to find out that the status quo of in-
vestment education is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biases in stock invest-
ment. Then we rethink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in schools, discuss the strategies to guide the ra-
tional stock inves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invest-
ment educatio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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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不断有了掌控自己的强烈心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重视

起个人理财。也有很多的大学生将股票投资作为个人理财的方式并且在大学生活中进行着实际操作。对

于大学生这一群体来说，股票投资作为新鲜事物激发了其尝试的热情，但是股票投资对于大学生来说也

存在着利与弊。对于他们的参与，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赞美和批评。有人称之为“不务正业”，也有人

称之为“培养财务意识”。但是大学生股民的数量日趋增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1]。目前中国股市仍

处于发展阶段，股市相关监管机制还不完善，尤其针对大学生盲目跟风的股票投资行为，着实值得我们

开展调查和进行深思。本调研项目在参考百度指数下，采取深度调研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个案分

析。在全面了解大学生股票投资现状和投资教育状况之下，更进一步分析引起大学生股票投资认知偏差

的主要因素，从双视角解读炒股大学生和非炒股大学生各自对股票投资的看法，找到驱动大学生炒股的

主要因素。因此，本次调研为营造良好的理财意识氛围，引导大学生理性股票投资和改善投资教育状况

提出了一种更为准确可靠的研究思路[2]。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文献研究 

在研究行为金融学的过程中，国外学者把投资者作为理性人假设下进行局限性讨论。在最先关注认

知过程中的偏差对市场的具体影响时，Tversky and Kahneman [3]认为存在可得性启发是由于个人不能完

全从记忆中获得全部相关的信息。Fischhoff, Slovie and Lichtenstein [4]认为个人会低估自己不太能想象的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些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最明显的表现。而在情绪过程中，研究者

Biljana N. Adebambo and Xuemin (Sterling) Yan [5]发现，基于市场与账面价值的比率和估值偏差，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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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自信的公司相对被高估。Radu T. Pruna, Maria Polukarov and Nicholas R. Jennings [6]引入了一种众所

周知的行为偏差——损失厌恶，发现损失厌恶模型能更好地匹配并解释真实金融数据的属性，此外还解

释了损失厌恶的基本心理学原理。在意志过程中，学者认为投资者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容易在市场中

出现自我控制和羊群效应。Shefrin and Statman [7]认为个人将股利为所得，而年老者倾向于抑制自己过度消

费，会买发放股利多的股票，因为他们认为用股利做生活费不会浪费自己的资产。Wu 和 Yang [8]研究了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股市的羊群行为，证实了即使所有者的类型不同，但不同类型的股票市场都存在羊群

效应，并发现在市场上行、市场交易量较低和 COVID-19 导致的市场波动性较低时，羊群行为更为明显。 

2.2. 国内文献研究 

从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不少的研究者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来探究中国市场的问题。国内

学者主要利用在证券市场获得已知的交易数据进行分析，例如杜伟岸、彭博彦和周欢(2019) [9]根据 1991
至 2020 期间的投资者交易数据，对机构、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引起过度交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

收益区制中，投资者会因投资收益激励而更加过度自信，而且个人投资者的自信程度要强于机构投资者。

田昌日(2019) [10]基于 DHS 模型和 Odean 的“收入效应”假设的研究，对投资者过度自信心理进行分析

和讨论，发现投资者的预期投资收益和所承担的风险随着过度自信的程度加大而不断增加。梁陈(2020) 
[11]分析了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具体成因后发现，在证券市场中个人投资者一般处于弱势行为，

经常会出现处置效应、频繁交易、盲目跟风等非理性投资行为，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存在着认知偏差。 
此外，郁佳雯、顾佳等(2020) [12]通过问卷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财意识、理财现状以及理财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关于理财方面的知识仍旧有限，经验仍有不足。王林玥(2020) [13]
运用卡方分析和多重响应分析等方法实证研究后发现，大学生对金融素养教育的响应大多集中于投资理

财的实际操作，并结合影响当代大学生理财观念匮乏的因素从不同角度提出提高大学生投资理财能力及

金融素养的对策建议。 

3. 相关问卷调查分析 

3.1. 调查问卷设计 

炒股大学生股票投资现象具体调研框架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stock investment phenomen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 1. 炒股大学生股票投资现象调研框架 

调研模块 题目设计 

个人信息 

基本信息 

空闲时间 

经济条件 

股票投资现状 

投资原因 

投资状况 

投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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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投资教育状况 

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个体因素 

 三个因素对于股市基础知识的了解情况 

股票投资中的认知偏差 

认知过程 

情绪过程 

意志过程 

 
非炒股大学生股票投资现象具体调研框架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Research framework of stock investment phenomenon among 
non-stock market students 
表 2. 非炒股大学生股票投资现象调研框架 

调研模块 题目设计 

个人信息 

基本信息 

空闲时间 

经济条件 

投资教育状况 

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个体因素 

对股票投资的看法 

对股票投资的态度倾向 

对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行为的看法 

对股票投资行为的看法 

股票投资对大学生的影响 

3.2. 实地问卷调查 

在实地问卷的调查中，被调查者是浙江省大学生，选取特定地点，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随机在浙江

10 余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发放问卷，问卷回收及有效情况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Recovery and effectiveness of questionnaires 
表 3. 问卷回收及有效情况 

 实发问卷 回收问卷 回收率 有效问卷 有效率 

炒股版 

杭州地区 214 203 94.86% 200 98.52% 

宁波地区 82 78 95.12% 75 96.15% 

绍兴地区 38 36 94.74% 34 94.44% 

温州地区 39 39 100% 35 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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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非炒股版 

杭州地区 470 452 96.17% 432 95.58% 

宁波地区 180 176 97.78% 170 96.59% 

绍兴地区 94 88 93.61% 85 96.59% 

温州地区 81 80 98.77% 78 97.50% 

3.3. 问卷信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问卷的可靠性，我对调查问卷作了信度分析。下表 4 为信度分析结果。 
 

Table 4. Reli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表 4. 问卷信度分析结果 

 题项 Cronbach’s Alpha N of Items 

炒股版 

大学生股票投资现状 0.804 8 

投资教育现状 0.874 12 

股票投资中的认知偏差 0.762 11 

非炒股版 
投资教育现状 0.779 8 

对股票投资的看法 0.762 6 

 
由表 4 可知，两份问卷内容都通过 SPSS 软件进行信度分析[14]，得到信度系数都较高，根据评判标

准说明问卷内部信度都是良好的。 

3.4. 问卷效度检验 

效度指的是测量的有效性，现我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如下表 5 分析。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KMO and Bartlett  
表 5. 调查问卷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结果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炒股版 
Kaiser-Meyer-Olkin 检验 

度量 0.812 

近似卡方值 1737.683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P 值 0.000 

非炒股版 
Kaiser-Meyer-Olkin 检验 

度量 0.796 

近似卡方值 2131.449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P 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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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得，各个因子的结构相关性和结构性都很强，且通过了巴特利特检验。通过这两种数据可以

表明两份问卷的结构都具有有效性，并且效度是良好的。 
通过信效度检验后，发现检验结果与预先设计的结构基本吻合，为标准问卷使用。 

4. 大学生股票投资现状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人员的性别、学校与人口户籍分布都较均匀，说明问卷分发所得到的数

据是合理有效的，抽样具有代表性。此外，我还注意到进行股票投资的主要以理工类与经管类的大三大

四为主，男生进行股票投资比例远远大于女生，表明男生对股票投资更有热情。 
在可支配生活费这方面，还可以看出大学生作为学生群体，进行股票投资时经济能力 
有限。在经济来源这方面，调查发现生活费完全来自兼职的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的比例最低，这说

明了经济能力有限又经济独立的大学生对于高风险的股票投资行为比较谨慎。 
此外，当代大学生面对上半年股市的大起大落，调查发现仍有 30.8%大学生投身于股市，这值得我

们深入的探究。面对这样的总体特征调查结果，接下来我将对大学生股票投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在比较七个投资原因因素中，采用 SPSS 软件绘制出七个因素回收的有效问卷份数百分比的频数分

布表，直观直接看出七个投资原因影响的大小。 
 

Table 6.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reasons 
表 6. 投资原因频数分布 

题项 N Percent 

跟自己的专业相关，想作为学习外的实践 114 15.9% 

股市行情好 126 17.6% 

想要通过面对风险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素质 68 9.5% 

受周围的人影响 131 18.3% 

为锻炼自己的理财和投资能力 216 30.1% 

其他 62 8.6% 

 
从表 6 中可发现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影响较大的是为锻炼自己的理财和投资能力，体现了大学生具

备较强的主体能动性，有思想和自主决定权。但想通过面对风险来调整自己心理素质这个因素只占了

9.5%，大学生还处在半社会半校园的环境中，他们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良好心理素质对自己的重要性。 

5. 基于 Logic 回归考察大学生股票投资的驱动因素 

5.1. Logit 回归分析 

Logit 回归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设因变量为 y，表示是否进行股票投资。当其取值为 1 时，表示

进行股票投资；取值为 0 时，表示未进行股票投资。影响 y 的 15 个自变分别记为 1 2 15, , ,x x x 。分别表示

性别、学校、年级、专业、空闲时间、生活费、生活费来源、户口所在地、家人进行股票投资、父母支

持、同学炒股、专业课程、参加理财社团、自主学习、模拟炒股[15]。 
记事件发生概率为 ( )0 1P P≤ ≤ ，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为 ( )1P P− ，则记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

为 ( )1 i iP y x p= = ，即为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的概率，得到 Logit 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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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代表第 i 学生中进行股票投资的概率，1 ip− 代表第 i 个学生中未进行股票投资的概率。用 SPSS
对统计数据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优良。Logit 模型已通过 F 检验和 t 检验，模

型中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现象，进一步分析得到可靠而实用的信息。Logit 回归结果见下表 7。 
 

Table 7. Likelihood ratio test table 
表 7. 似然比检验表 

效应 简化后的模型的-2 倍对数值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水平 

截距 616.912a 0.000 0 0.000 

X15 617.597 0.684 1 0.408 

X13 664.536 47.624 1 0.000 

X11 653.055 36.143 1 0.000 

X9 617.573 0.661 1 0.416 

X7 618.981 2.069 2 0.355 

X5 617.158 0.245 1 0.620 

X3 639.491 22.579 3 0.000 

X1 620.657 3.745 1 0.053 

X2 624.408 7.496 3 0.058 

X4 632.187 15.275 3 0.002 

X6 648.038 31.126 3 0.000 

X8 620.313 3.400 1 0.065 

X10 666.358 49.446 1 0.000 

X12 620.736 3.824 1 0.051 

X14 628.949 12.037 1 0.001 

 
从表 7 卡方检验的结果来看，模拟炒股、家人进行股票投资、生活费来源、空闲时间、性别、学校、

户口所在地、专业课程显著性不明显外，其余协变量均具有显著性。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下，其余自变量

都通过了似然比检验。针对大学生个人信息，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受年级、专业背景与生活费额度影响

较大。另外，针对投资教育现状，父母的支持、身边有同学进行股票投资、参加理财社团与自主学习股

票的投资知识这几个因素是对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影响力较大。 

5.2. 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出有显著影响的变量 

逐步回归法，其基本思路是依据各自变量的重要程度，每一步选一个重要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为

得到更为精准地模型，我们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筛选出对因变量影响显著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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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Stepwise regression screening variables 
表 8. 逐步回归筛选变量 

步骤 引进的变量 模型中存在的变量 

1 参加理财社团 x13 x13 

2 父母支持 x10 x13, x10 

3 年级 x3 x13, x10, x3 

4 自主学习 x14 x13, x10, x3, x14 

5 生活费 x6 x13, x10, x3, x14, x6 

6 同学炒股 x11 x13, x10, x3, x14, x6, x11 

7 专业 x4 x13, x10, x3, x14, x6, x11, x4 

8 专业课程 x12 x13, x10, x3, x14, x6, x11, x4, x12 

9 性别 x1 x13, x10, x3, x14, x6, x11, x4, x12, x1 

10 学校 x2 x13, x10, x3, x14, x6, x11, x4, x12, x1, x2 

 
从表 8 得知，逐步筛选出变量 x13，x10，x3，x14，x6，x11，x4，x12，x1，x2 依次作为输入变量，说明

个人基本信息与投资教育现状中这几个因素对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的影响比较显著。根据逐步回归结果

显示 10 号模型的拟合度最优，结果如下表 9。 
 

Table 9. Stepwis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表 9. 逐步回归系数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Sig. 

(常量) −0.478 -- −8.863 0.000 

X13 0.294 0.303 9.761 0.000 

X10 0.210 0.227 8.241 0.000 

X3 0.079 0.165 7.972 0.000 

X14 0.123 0.133 4.940 0.000 

X6 0.063 0.118 5.559 0.000 

X11 0.145 0.120 5.713 0.000 

X4 0.048 0.101 4.810 0.000 

X12 0.085 0.091 3.120 0.002 

X1 −0.046 −0.052 −2.494 0.013 

X2 −0.024 −0.049 −2.254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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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9，可得到多元回归模型为： 

13 10 3 14 6 11

4 12 1 2

0.294 0.210 0.079 0.123 0.063 0.145
0.048 0.085 0.046 0.024 0.478

y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由于偏回归系数是线性的，所以用来检验其显著性比较便捷。上表显示，该模型通过了 t 检验，具

有显著意义。从上表我们还可以得到各自变量的标准偏回归系数。标准偏回归系数是用于对模型的不同

系数进行检验，其值越大说明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综合分析发现，大学生在父母的支持和身边同学进

行股票投资影响下，可支配生活费有富余，拥有较多的空闲时间，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大学生参加

理财社团和自主学习股票投资相关知识是驱动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的主要因素。 

6. 基于 Apriori 算法挖掘引起大学生股票投资认知偏差的因素 

6.1. Apriori 算法的实现 

我们运用 SPSS Modeler 软件对于认知偏差进行数据挖掘[16]，期望得到影响大学生投资者产生认知

偏差的主要因素。以下是我们进行软件操作的具体步骤： 
1) 通过新建可变文件，将数据源文件导入； 
2) 导入 Apriori 模型，设置前项和后项，设置模型最低条件支持度为 10%，最小规则置信度为 80%，

最大前项数 5，设置为专家模式，如图 1； 
 

 
Figure 1. Process diagram of establishing Apriori model 
图 1. 建立 Apriori 模型过程图 

 
3) 运行 Apriori 模型，得到满足上一步所设置的关联规则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大学生投资者存在

认知偏差之间的关联，通过具体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找出影响认知偏差的主要因素，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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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sults of Apriori model 
图 2. Apriori 模型结果图 

6.2. Apriori 算法的结果与影响认知偏差因素分析 

运用 SPSS Modeler 软件进行挖掘，得到支持度在 12%以上，置信度在 80%以上，规则支持近 10%所

挖掘出的关联规则，并以此生成的关联网状图见图 3。我们对结果进行筛选时，会遵循客观实际，从而

得到了许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关联规则。 
 

 
Figure 3. Association network diagram 
图 3. 关联网状图 

 
由图 3 分析可知，第一条关联规则为：当大学生股票投资过程中，表现为不明显的赌徒谬论、明显

的家园倾向和明显的显著性效应时，有 89.474%可能性会存在明显的过度交易现象，有 89.474%可能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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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明显的损失厌恶现象。 
第二条条关联规则为：当大学生股票投资过程中，表现为不明显的赌徒谬论、明显的小数字定理和

明显的显著性效应时，有 86.885%可能性会存在明显的损失厌恶现象。 
第三条关联规则为：当大学生股票投资过程中，表现为明显的家园倾向、明显的代表性启发和明显

的小数字定理时，有 81.395%可能性会存在明显的损失厌恶现象。 
第四条关联规则为：当大学生股票投资过程中，表现为明显的赌徒谬论、明显的代表性启发和明显

的显著性效应时，有 81.356%可能性会存在明显的风险的时间偏好现象。 
赌徒谬论、家园倾向、显著性效应、代表性启发和小数字定理这四种认知偏差都属于认知过程，而

股票投资认知的形成主要由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影响而成的，包括自主学习股票投资的相关知

识，家人对你的理财的教育和学校开设关于股票投资的相关课程等等。所以投资教育现状是引起大学生

股票投资认知偏差的主要因素。 

6.3. Apriori 算法分析投资教育与认知偏差因素 

根据上文对认知偏差进行数据挖掘，我们发现教育对于认知偏差的影响最大。为了研究教育的哪些

因素对于认知偏差影响最大，我们继续找出目前教育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合理的建议。 
我们通过运用关联规则中的 Apriori 算法，得到以下图 4 结果： 
 

 
Figur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vestment education status and cognitive bias 
图 4. 投资教育现状和认知偏差之间的关联 

 
根据图 4 可知：不能读懂报表，没有理论技术或者不能运用技术分析，没有进行模拟炒股的大学生，

都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其置信度高于 93%，支持度高于 15%，可靠性很高。 
我们可知：能否读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用过一些投资理论或价值评估技术，是否能够理解

或熟练应用技术分析方法，是否进行过模拟炒股，这 4 个因素是大学生产生明显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

而这 4 个因素主要来源于投资教育状况中的个人因素。 
因为个人的投资教育状况又受到家庭、社会、学校的影响，对于个人投资教育影响因素继续深入，

绘制个人教育与其他教育之间的网状图 5。 
根据图 5 可知：个人教育主要受学校因素的影响，专业是否已开设过股票投资的相关课程，是否参

加过与理财投资有关的社团，是否自主学习过股票投资相关知识这 3 个学校因素对于大学生能否掌握股

票基础知识的基础。因此要引导大学生理性投资，学校教育影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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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rrelation network diagram between individual investment education factors and other education factors 
图 5. 个人投资教育因素与其他教育因素之间的关联网状图 

7. 调研结论及创新点 

首先，本文通过对浙江省 10 余所本专科院校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行为

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理财和投资能力，但同时想通过面对风险来调整自己心理素质这个因素只

占了 9.5%，这说明了大学生还没有意识到良好心理素质对自己的重要性；其次，本文引入性别、学校、

年级等 15 个大学生股票投资的变量并基于 Logic 逐步回归发现，大学生在父母的支持和身边同学进行股

票投资影响下，可支配生活费有富余，拥有较多的空闲时间，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大学生参加理财

社团和自主学习股票投资相关知识是驱动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的主要因素；最后，本文运用 Apriori 算法

进行数据挖掘得出个人教育对大学生在股票投资方面产生认知偏差的影响较大，对个人教育影响因素的

继续深入挖掘，又进一步得出个人教育主要受学校因素的影响。 
不同于大多数相关学者直接从炒股大学生单方面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从双视角解读炒股大学生和

非炒股大学生各自对股票投资的看法，找到驱动大学生参与炒股的主要因素。在信息反馈方面，本文不

只局限于对数据资料的简单描述性统计，同时运用 Logic 回归方法、Apriori 算法以及多种统计分析方法，

所得结论更为可靠，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信息。在全面了解大学生股票投资现状和投资教育状况之下，本

文更进一步分析了引起大学生股票投资认知偏差的主要因素，得出学校教育对大学生理性投资的影响至

关重要。 

8. 相关对策与建议 

8.1. 基于投资教育的对策 

8.1.1. 学校投资教育的对策建议 
开设股票投资课程，加强股票投资教育。与此同时，建设更加全面的投资教育链，从基础课、专业

课、选修课一直到模拟实习课。使得投资教育更具专业性、针对性，对培养理财专业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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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开设较为先进尖端的理财课程，可供具备其他相关理财专业基础的学生选修，以此培育出高端投资

理财人才。对经管类及非经管类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完善网上教学，开

阔学生视角，拓宽知识库；在学校现有的投资理财课程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本校的网上投资理财教育课

程。最后，开展模拟股票投资大赛，提高学生兴趣，缩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让学生在实践中对理

论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 

8.1.2. 家庭投资教育的对策建议 
从对学生家长的访谈结果来看，非炒股大学生的家庭对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行为存在一些认识上的

误区。家长要改变传统观念，并加强自己投资理财能力。其次，家长不能忽视孩子的投资教育，对孩子

进行投资教育时应该运用适当的方式方法，下意识地传授投资的知识，为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理财

观，在适当的时间鼓励孩子进行有计划的投资，让孩子独立管理财富，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的投资能力。 

8.1.3. 个人投资教育的对策建议 
大学生要积极阅读投资理财资料，提高理财的理性认识，应该及时更新知识储备，浏览财经网站以

及时获取最新财经动态、投资理财讯息，不断提高投资理财能力。让大学生能重视学习才是加强理财教

育的重中之重。通过学习投资理论和价值评估技术，为自己实际的理财操作提供强大的储备。 

8.2. 大学生认知偏差行为的建议 

8.2.1. 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首先，应该认真学习相关的理财投资知识，在掌握一定的投资技术上，并能灵活运用投资知识，从

而制定适合自己的股票投资策略。其次，明白市场的走势并不总是由基本面决定的，有可能是投资者的

群体性乐观或悲观导致股市的异常波动。股市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过去股市

涨落，从而在未来投资时提高警惕。 

8.2.2. 树立大学生的投资风险意识 
作为不成熟的大学生投资者，掌握的信息也不全面，必须树立风险意识。除此之外，还要学会运用

投资组合来分散投资的风险，同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去看待股市的起伏，从而能降低投资风险。并且要

重视股票投资的相关知识学习，多去阅读一些关于证券市场操作和技术分析的书籍来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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