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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再加上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支持，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先

锋，财商越来越成为大学生非常重要的素养之一。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财商现状以及当下高

校的一系列培养政策，针对相关政策的不足与大学生在消费、理财、创业三方面的缺陷提出了一系列财

商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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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economy, coupled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s the vanguard of the time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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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more and more have to regard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in-
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quoti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a series 
of training polic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financial quotient 
training plans for the deficiency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the de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on-
sump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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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财商(Financial Quotient)一词最初由美国作家兼企业家罗伯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在《富爸

爸穷爸爸》一书提出，其本意为“金融智商”，即指个人、集体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包括观

念、知识、行为三个方面[1]。 
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的深入推进，相关扶持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以信息化为引领的大学

生创新创业支持平台建设产业的蓬勃兴起，大学生群体成为“双创”的生力军[2]。随着创新创业的基数

增加，难度与对创业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水平也应相应提高。但是目前绝大部分

的高校并没有把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看成高等教育主流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创新创业教育被边缘化、局

部化、孤立化、精英化、技术化、形式化。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对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

理论探索起步较晚[3]。所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数字金融日常化，小微金融消费大众化，使日常生活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

一定的风险，“校园贷”、“网络贷”诈骗事件屡屡发生，盲目消费、攀比消费、过度消费在大学生中

盛行。其中一个重要诱因是源于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的滞后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导致正确的财商理念

没有形成，财商教育体系尚不完善，大学生的金钱观和财富观培育有待强化。我国财商教育起步较晚，

家庭财商教育匮乏，中小学财商教育因学业繁重、师资不足等问题处于忽视状态，所以财商教育的重要

任务还是压在高等教育上。高校是高等教育的主要阵地，是为社会提供人才的主要渠道，是个人链接社

会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教育强国战略实施的主力军，高校财商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言

喻的重要地位[4]。 

2. 高校财商培养现状 

现阶段，各高校为积极引导学生理性消费，防止大学生陷入网贷、电信诈骗中，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 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科普。如在每学期的开始开学典礼上，邀请当地公安机关的人员来

学校进行法制讲座，加强学生对法律的认知； 
2) 对大学生加强沟通，关注学生思想动态，进行消费知识的教育和普及，加大宣传力度，以便于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理财观念，不盲目的攀比，不冲动消费和超前消费。心理老师或者辅导员定期找

学生聊天谈心，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劝导或制止学生不健康的消费理念或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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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校园贷日常管理监测机制。加强学校相关部门的对校园贷的侦查，以免这种行为的大规模滋

生和变质[5]； 
4) 学校学生资助中心部门要加强资助宣传，为大学生提供合法合规的信贷服务，使那些需要资助，

特别是在学费、住宿费、基本生活费等方面有保障性需求的学生，都能了解资助政策、清楚办理流程，

同时要建立健全既有共性需求，又能体现个体差异的资助体系。 
在投资理财方面，高校增设有关互联网理财的课程，如《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实务》《金融营

销技能》等相关理财课程，或定期举办投资理财主题的讲座和模拟投资理财的竞赛以帮助非财经专业学

生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而盲目投资；对财经专业学生强化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全面性的投资理财的课程。

让学生全面理解如何投资理财，如何避免在理财道路上的坑坑洼洼[6]。 
随着“互联网+”和“挑战杯”被列为含金量最高的国家 A 类竞赛，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各高校也采取了积极的举措： 
1) 定期举办创新创业大讲堂，传播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理论。如在每学期开展关于创新创业相关的

讲座，鼓励学生多多参与，了解并融入到这个新兴的圈子中，学习相关知识为之后自身发展做基础； 
2) 邀请专家对参赛队伍进行专业的指导和培训。如在暑期开展一些科技作品现场指导活动，邀请相

关专家到现场一对一，针对学生的作品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 
3) 广泛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学习特点来选择最合理的学习方式，实

现深度学习，为创新垫定扎实的理论基础[7]。在平时课堂上可以由学生作为主角来对课程进行一个探究

和讲解，讲出学生自己的看法和理解，而老师作为一个倾听者，细心倾听学生的意见，对意见作出判断

和提出建议，和学生一起共同成长，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4) 加强学生创新教育体系化建设。加强建设创新创业学院，积极开展相关讲座和知识研讨会，带领

学生对已有项目进行延伸和拓展或者对未知的创新领域进行探索和研究。 

3. 大学生财商现状调查 

我们通过问卷，访谈等对宁波工程学院学院本校各二级学院以及浙江范围内其他本专科院校和小部

分外省高校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所记录数据的访谈与问卷数量共计 420组(除
去无效问卷)，采样方式为随机采样。在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分别对大学生财商的投资，消费两

个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3.1. 大学生的投资理财能力 

调查报告显示，在采集的大学生样本中有大约 50%对投资理财比较感兴趣，其中 80%都局限于余额

宝以及场外基金等较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中，剩下的 20%的学生会通过股票、期货等工具进行理财。受调

查的大学生的投资品种与比例以及他们参加过相关投资竞赛的次数如图 1。 
调查分析显示，有 88%的人认为实践经验在投资行业中最为重要，其次是金融交际圈、知识理论和

一定的资金量。而在这些参与抽样调查的人群中，有 60%的人参加过浙江省证券投资竞赛，甚至有 30%
的人有参加过 2 次或者以上的比赛。票的关注数量上，约 37%的学生关注的数量在 2~3 支，41%的学生

关注的数量在 4~5 支，只有 6%的学生关注的股票数量在 8 支以上，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投资者都有一

定的风险意识。 
当然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是大学生投资能力的重要因素，根据调查报告，平常进行投资的大学生中，

80%学生将股票等高风险投资产品的仓位控制在 60%以下，在股在调查对象的学生群体中，有超过 60%
的人对于投资或理财的资金来源于生活费的结余，也有 20%的学生有来自于父母的投资资金支持，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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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10%左右的同学还涉及了兼职和融资贷款这两方面。 
 

 
 

 
Figure 1. The survey data 
图 1. 调查数据 

 
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高校教育的推进，现在大学生的投资理财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

但仍有不小的上升空间，甚至还有部分同学对相关的知识接触比较少。 

3.2. 大学生的生活消费观念与水平 

除了投资理财，我们还对这些社会群体的消费水平、习惯和观念进行了调查。 
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 75%的人都会消费每个月生活费或者工资的 80%及以上，甚至有 20%人群属

于超前消费。在日常开销中，人们大多会在日常饭食、饮料零食、休闲娱乐、宵夜聚餐、服饰配饰、日

常用品、电子设备和学习资料等方面进行消费，而美妆护肤、旅游出行等一些方面则较小。 
在消费观念方面，有 45%的人认为“让每个月有盈余，可供自己支配”比较理想，30%的人认为“只

要够花就行”，20%的人认为“能够订出较细的消费计划”较为合理，同时也有 5%的人认为无所谓。步

入大学，摆脱了初高中阶段时父母、老师的“压迫”和“管束”，开始真正的自己管理日常生活，由自

己支配父母每月给予的生活费，家庭条件的不同会导致大学生间生活费存在差异，大学生之间容易产生

攀比、炫耀等心理，再加上金融经济创新的各种政策和环境刺激了当代大学生的消费欲望，但与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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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配能力不匹配，为了满足自己的攀比、炫耀心理和强大的消费欲望，而走上了歪路——网络信贷

[8]。这其中大学生普遍使用的产品有“花呗”、“京东白条”、“借呗”等。也有大学生想要赚快钱、

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陷入到电信诈骗当中。 
 

 
Figure 2.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daily meal consum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iving expenses 
图 2. 不同生活费消耗占比的大学生在日常饭食消费的平均占比 

 
不同生活费占比的学生在消费结构上有着明显差异，上图 2 可以看出他们在日常饭食消耗占比的差

异，可以看出，许多超前消费的学生在日常饭食中的消耗反而较低，根据调查，他们在饮料零食，美妆

护肤，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耗占比更高，明显缺乏消费计划，从而导致了超前消费，可见当代部分大学

消费意识薄弱，提高相关知识的教育水平刻不容缓。 

3.3. 大学生的创业比赛与创业现状 

当代大学生的创业意向率比较低，创业方面财商的受众率低，所以我们选择对有更多创业意向的“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参选选手进行调查和访谈，发现了当下大学生创业存在的问题。 
在创业过程中，涉及到大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包括各种软件利用的综合能力，相关领域的专业能力，

团队协作及沟通能力。软件与专业能力一般由学生课内外的自学完成，而更多大学生的创业项目中更缺

乏的是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但高校的大部分创业培训课程更注重于案例的分析，缺少对学生创业能力

缺陷的针对性培训。 
指导老师在创业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对专业问题的解答以及定期对创业成果的检查与验收，

对创业项目的推进过程参与较少，学生创业兴趣以及效率等不高。 
创业项目的落地慢，高校更注重于对项目文本的修改与打磨，项目成果转换周期较长，而大多数参

赛选手更注重比赛奖项的评选，而并非对创业项目的落地转化。 

4. 大学生的财商培养计划 

4.1. 相关学科竞赛的推进 

学科竞赛能在很大程度上吸引大学生对相关学科学习以及帮助学生理解应用该学科，近年来，浙江

省证券投资竞赛的举办给许多学生在投资理财方面表现自己的机会，但是调查表明，参加该类竞赛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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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要集中于经济类专业，其他专业参赛学生比重非常少，而投资理财的能力并不仅限于经济类专业的

学生，而是每个新时代的大学生都应该有的能力，所以高校各大院系都应推进相关学科竞赛的举办，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2. 打造多元化财商教育师资队伍 

教师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最重要因素，高校财商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师资力量的支撑。首先，对高

校现有财务、经济、金融及教育等方面的教师进行培训，提高现有师资体系的财商水平，促进财商教育

学习工作生活中的贯彻落实，引导财商教育与专业基础知识教育相结合。其次，高校还可增加对各领域

财商优秀人才的聘请，打造多元化的跨行业、跨领域的师资队伍。最后，构建高校财商教育交流论坛，

促进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为财商教育发展和实践理论构建良好交流平台。 

4.3. 加强“消费计划书”的教育以及防骗意识 

制定消费计划书的促进合理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每个月的收入害决定各方面的支出对减少大

学生超前消费与冲动消费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许多大学生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与意识，所以

需要高校通过一系列讲座与必修或选修课程来培养大学生的这方面意识与能力。而在“网贷”“校园贷”

横行的今天，加强大学生的防范意识与设立专门的处理部门是非常必要的，能避免学生陷入圈套与上当

后的补救。 

4.4. 完备创新创业的课程体系 

“双创”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要与创新创业有机融合，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通识教育与专

业课程教育中，从而构建一套适合本专业学生及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大一阶段注重通识课程的教育，包括创新创业的理论学习，培养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兴趣 
大二阶段主要是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以及利用基础知识进行学科竞赛与创新实践，提高学生动手

能力。 
大三主要是专业课程的学习，在这一阶段将课程与创业实践相结合，并促进学生创业项目的申报与

创业实训模拟。 
大四及毕业后几年则为项目的孵化与成果的落地[9]。 
现如今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差的根本原因在于，许多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仅仅局限于非常宽泛的创

新创业教育，并未涉及比较核心的创新创业知识,导致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类竞赛兴趣不大，间接的错过了

许多锻炼的机会。加强导师对这方面的重视，由导师作为第一引导人，并促进社会上的工程师与企业家

走进校园，共同加入到学生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兴趣。 

4.5. 推进创新创业项目的落地 

现阶段，高校内大力推行的创新创业项目主要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这两个项目在大学阶段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为此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大学生参与其中，但大多数参与其中的大学生是为了学分和荣誉，并没有很好的因为想创业，想创新

才积极投入其中的，因此高校大力推广这两个比赛的同时也要注意项目成果的转化，将同学们优秀的成

果转化落地，最终实现创新创业，而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的。 

5. 结论 

在新时代“双创”背景下，创新创业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再加上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消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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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与金融骗局，虽然现如今许多高校已经采取了各方面的政策来全面培养大学生在日常消费，投资理财

以及创新创业方面的能力，但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消费、理财的观念仍不容乐观，创业方面的能力

也未落实到大部分大学生，可见现在高校的各类政策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理财、消费等方面选修课程

需要进一步增加并寻求与一些必修课程融合，创业方面的培训也将面向更多学生，促进相关的支持政策

贯彻与渗透到每个大学生身上，并积极寻找全面培养大学生财商的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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