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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大学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金融理财活动中。为了

探究大学生理财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在对广西大学学生理财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t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投资理财的资金来源单一且有限；对理财知识了解程度不足，

理财方式保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偏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实证回归发现，影响大学生投资理财的因

素包括：风险偏好情况、理财氛围、家庭阶层。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学生风险偏好对理财行为的影响不

受金钱重视程度的干扰；金钱重视程度会弱化理财氛围及家庭阶层对大学生理财行为的影响。针对上述

研究结果，本文从大学生积累资金，丰富理财知识；家庭、学校与社会营造良好理财环境；金融机构放

宽理财门槛，创新理财产品；政府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四个角度提出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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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as been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and more deeply involved in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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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ial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empirical analyses using the logit model on the basis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blems of students in Guangxi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single and limited 
source of funds for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y hav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fi-
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ve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y have a weak risk tolerance and 
prefer low-risk financial products. Empirical regression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investment and finance management include: risk preference situation, financial man-
agement atmosphere, and family class.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risk preference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behaviour is not interfered by the degree of money im-
portance; the degree of money importance weakens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t-
mosphere and family class on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behaviour. In view of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college students’ accumulation of funds and enrichmen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creation of a good 
financial environment by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relaxation of financial thresholds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he government’s im-
provement of the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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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科技、互联网

金融的蓬勃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吸引到理财活动中来。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大学生投资

理财的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合理支配财产的能力也相对不足。部分大学生消费观较为扭曲，少数大

学生在参与理财活动时出现违法违规现象或自身正当权益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因此，加强理财教育，

提升大学生理财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当代大学生理财现状如何？其理财行为会受哪些因素影响？

如何提高大学生的理财能力？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 
大学生正处于从依靠家庭供养到走向独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理财

习惯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投资理财技能对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起到重要支持与帮

助作用，若大学生善于投资理财，他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会更加顺利。对大学生理财领域进行相关研究，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理财能力，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尽管大学生群体资金有限、购买力

相对较弱，但大学生群体基数大且理财意愿较为强烈，然而针对这一群体的理财产品却相对稀缺，我国

高校学生的投资理财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大学生理财领域的相关研究以及对大学生理财市场

的有效开发，有助于金融机构和市场获得良好的“长尾效应”，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综上所述，针对高校学生的投资理财产品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且大学生代表着未来一段时期内社

会主要消费及投资群体，其理财习惯与行为将对未来金融市场及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问卷

调查法对广西大学部分学生投资理财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大学生投资理财现状，同时，使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对大学生投资理财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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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投资决策过程实质上是投资者在心理上对风险与收益进行计量的过程(杨敏利等，2008) [1]。投资者

对风险性收益的追求受其风险偏好的直接影响(Daniel 等，2002) [2]。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探究了投

资者如何在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对资产进行组合，以达到预期的回报；或者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期望

获得更高的回报。该理论保证投资人在获取最大回报的同时，将回报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大学生在理

财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经济情况、风险偏好等情况权衡风险与收益，并做出适当的投资选择。由于经济尚

未独立、专业知识掌握不足、缺乏实践经验等，大部分大学生属于风险规避型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

险的理财产品，而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可能会出于好奇心理、增加理财经验等原因勇于尝试投资高风险高

收益的理财产品。所以，本文提出假设 1： 
H1：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大学生更乐于进行理财，且更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环境对一个人养成特定的行为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Shimet (2015) [3]、Bamforth (2017 年) [4]

等指出父母参与、同伴影响、教师角色和社交媒体使用等环境因素较强地影响大学生的理财决策行为。

廖思语(2022) [5]、张沛然等(2021) [6]从环境背景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会对

大学生理财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许慧和鲁艳清(2020) [7]指出社会的理财氛围影响大学生理财，现如今

我国社会上缺乏从小培养财经素养的积极氛围，理财知识传播的欠缺不利于大学生正确健康地进行理财。

如果周围的人参与过投资理财，那么这类大学生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会谈到理财资讯，接触投资

理财的信息会更多。另外，这类大学生的亲友同学很有可能会对他们的投资理财活动进行语言鼓励与资

金支持，或者向大学生推荐其投资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大学生进行投资理财的可能性。此外，大学生

群体中存在一定的“羊群效应”，当周围有人参与理财活动时大学生可能会出于从众、满足新鲜感等心

理接触投资理财。所以，当身边的人有金融理财经验时，大学生受到影响、参与理财活动的概率更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2： 
H2：大学生周围的理财氛围越浓厚，其进行理财的可能性会越大。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种层级，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

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即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当人们不再受生理需要的制约，才有可能产生更高层次、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求。大学生群体来自不同

的地区，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导致他们在投资理财方面的

需求与选择存在差异。牛犇和刘闯(2018) [8]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投资理财情况、居住

地的城市规模与大学生参与理财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周丽和周春应(2020) [9]指出大学生的互联网理财

行为会受家庭情况的影响，但大学生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理财产品特性进行自主选择。家庭阶层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说，家庭阶层为中高层的大学生的家庭收入水平相较

于社会底层的家庭会更高，大学生每月剩余可支配资金也就相对较多，可用于理财的资金会更充裕；相

对来说，家庭阶层较低的大学生则更多地将生活费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可能会较少参与投资

理财活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3：相较于家庭阶层较低的大学生，家庭阶层高的大学生理财更有可能参与理财活动。 
观念与认知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驱动及导向作用。Oezlen Oezgen 和 Ayse Sezen Bayoglu 

(2005) [10]对来自三所大学的 300 名土耳其大学生进行了调查，指出大学生的金钱态度有着一定的差异。

高凤娟(2010) [11]《大学生理财观现状的分析与思考》一文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理财状况主要受金钱观、消

费观、理财观影响。由于成长环境与经历各不相同，大学生对金钱的认知也有所差异。若大学生认为金

钱很重要，则有更强的动机思考如何赚取金钱，投身于理财活动中。所以，本文提出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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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在相同条件下，对金钱重视程度高的大学生的理财行为受风险偏好、理财氛围和家庭阶层的影

响更弱。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信息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并整理而成。问卷选取了大学生的基本信息、大学

生理财概况、大学生理财的氛围、大学生对风险的态度等作为预设变量(见表 1)。本文的问卷调查对象为

广西大学在校大学生，共发放 512 份问卷，在整理调查数据过程中发现并剔除无效问卷 35 份，有效问卷

共 477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93.16%。 
 

Table 1.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285 59.75 

男 192 40.25 

户口 
农村 227 47.59 

城镇 250 52.41 

是否喜欢充满风险与机遇的生活 

非常不同意 13 2.73 

比较不同意 143 29.98 

无所谓同不同意 99 20.75 

比较同意 161 33.75 

非常同意 61 12.79 

周围人理财情况 

不常见 86 18.03 

不太常见 119 24.95 

不知道 145 30.34 

比较常见 98 20.55 

非常常见 29 6.08 

家庭阶层 

最底层 18 3.77 

底层 177 37.11 

中层 238 49.90 

高层 32 6.71 

最高层 12 2.52 

对金钱的重视程度 

不重要 16 3.35 

一般 75 15.72 

很重要 386 80.92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大学生的理财行为(behavior)，此处对 behavior 进行重新定义：把“将钱存入余额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2056


李璐 
 

 

DOI: 10.12677/fin.2024.142056 520 金融 
 

宝等”“购买债券等理财产品”“购买股票”的数据定义为“有理财行为”，behavior = 1；把“基本上

是月光族，没有余钱进行投资理财”“银行存款”的数据定义为“无理财行为”，behavior = 0。 

3.2.2. 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大学生风险偏好情况(riskpre)、理财氛围(atmosphere)和家庭阶层(rank)作为解释变量，从大

学生自身特征、环境因素及大学生家庭情况方面探究大学生理财行为的影响因素。 

3.2.3. 调节变量 
perceive 表示大学生对金钱的重视程度，本文将大学生对金钱的重视程度分为“不重要”、“一般”、

“很重要”3 个等级，分别赋值 1、2、3，分值越高，说明大学生认为金钱越重要。 

3.2.4. 控制变量 
家庭金融学研究显示，人口特征(年龄、性别等)对投资者的投资倾向有很重要的影响(孔晨等，2016) [12]。

本文将大学生的性别、家庭户口设为控制变量。male 代表性别变量，女性赋值为 0，男性赋值为 1。hukou
代表家庭户口，农村户口赋值为 0，城镇户口赋值为 1。各变量具体定义见下表 2。 

 
Table 2. Variable names and definitions 
表 2. 变量名称与定义 

 变量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理财行为 behavior 存在理财行为，behavior = 1 
不存在理财行为，behavior = 0 

解释变量 

风险偏好情况 riskpre 非常同意 = 1；比较同意 = 2；无所谓同不同意 = 3；比较不同意 = 4； 
非常不同意 = 5 

理财氛围 atmosphere 非常常见 = 1；比较常见 = 2；不知道 = 3；比较不常见 = 4； 
非常不常见 = 5 

家庭阶层 rank 最底层 = 1；底层 = 2；中层 = 3；高层 = 4；最高层 = 5 

调节变量 金钱重视程度 perceive 不重要 = 1；一般 = 2；很重要 = 3 

控制变量 
性别 male 男 = 1；女 = 0 

家庭户口 hukou 城镇 = 1；农村 = 0 

3.3. 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属于二元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分析大学生理财行为。在 Logit
回归模型中，若用 p 来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则 1 − p 表示事件不发生的概率。Logit 回归模型能够直接

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特定时间发生的概率，如果仅存在一个自变量，那么该回归模型为： 

( )

1

1 1

e 1
1 e 1 e

x

x x
p

α β

α β α β

+

+ − +
= =

+ +
                              (3-1) 

其中，α 和 1β 为自变量 x 的常数和系数，e 为自然对数。 
当存在多个自变量时，模型可表示为： 

e 1
1 e 1 e

z

z zp −= =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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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1 2 2 i iz x x xα β β β= + + + +  (i 为自变量 x 的个数)。 

根据实际的问卷调查结果，本文建立的模型为： 

( ) 1 1 2 2Logit behavior i ix x xα β β β= + + + +  (i 为自变量个数， 1i ≥ )            (3-3) 

公式(3-3)中，α 为常数项， ix 为自变量，即大学生理财的影响因素，分别为风险偏好情况、理财氛

围、家庭阶层。 ( )1i iβ ≥ 为自变量的系数，即各项影响因素的参数。behavior 为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定

义为大学生的理财行为， 1y p p= −  ( 0 1p< < )，其中 p 为大学生理财行为发生的概率，(1 − p)为大学

生理财行为不发生的概率。由于因变量 behavior 取对数求值，所以 Logit (behavior)的误差范围符合正项

分布，并且可以避免一般线性方程存在的异方差性。 

4. 大学生理财现状分析 

大学生的每月生活费。如图 1 所示，被调查学生每月生活费集中在 800~1800 元的区间。其中月生活

费在800元以下的学生有14人，占比2.94%；月生活费在 801~1200元的区间的学生有131人，占比27.46%；

月生活费在 1201~1800 元的区间的学生有 204 人，占比 42.77%；月生活费在 1801 元以上的学生有 128
人，占比 26.83%。由以上数据可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家庭收入水平提升，多数大学生月生活费

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 

 

 
Figure 1.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图 1. 大学生每月生活费情况 

 
大学生对金融理财知识的了解程度。如图 2 所示，被调查学生中对理财知识完全不了解的有 109 人，

占样本总体的 22.85%；对理财知识有一点了解的有 299 人，占比 62.68%；对理财知识比较了解的有 60
人，占比 12.58%；对理财知识非常了解的有 9 人，占比 1.89%。从数据可以看出，多数人不了解或仅有

一点了解理财知识，高校大学生对理财知识的认知程度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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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inancial literac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图 2. 大学生理财知识掌握程度 

 
大学生理财方式的选择。根据问卷统计结果，如图 3 所示，选择银行存款的有 113 人，占样本总体

的 23.69%，说明由于大学生对银行储蓄更为熟悉，且银行拥有良好社会信用，银行存款成为大学生理财

的主要方式。选择将钱存入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有 177 人，占样本总体的 37.11%，说明互联网及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大学生更乐意选择简便快捷、门槛较低的互联网理财产品。选择投资于基金、股票

理财产品的人数较少，依次为 50 人、24 人，分别占样本总体的 10.48%、5.03%，由于多数债券股票等理

财产品具有门槛高、期限长、风险大和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等特点，大部分大学生出于资金有限、专业知

识不足、风险接受程度不高等原因不会投资于这类理财产品。从以上数据可知，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使得

大学生理财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但多数大学生的理财方式仍然偏保守。 
 

 
Figure 3. Cho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methods by university students 
图 3. 大学生理财方式选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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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不同风险的理财产品的选择。如图 4 所示，在不同风险与回报的理财产品的选择上，有 77.57%
的大学生选择肯定得到 900 元，有 22.43%的大学生选择有 90%的可能性得到 1000 元。从数据中可以看

出，有一定比例的大学生选择承担一定的风险以期获得更高收益，表明大学生群体中有部分人属于风险

平衡型和风险偏好型投资者；但大部分大学生由于没有经济独立、专业知识掌握不足、缺乏实践经验等，

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往往会选择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Figure 4. University students’ choice of different financial products 
图 4. 大学生对不同理财产品的选择情况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对金融理财知识了解程度不足，理财方式保守单一，以银行

储蓄和货币基金理财方式为主。银行储蓄及货币基金理财本质上仍属于资金储蓄，这表明当前大学生缺

乏理财规划意识，对于资金的利用效率认知也不够清晰。大学生的理财资金来源单一且有限，多为每月

剩余生活费结余，加上大学生消费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他们用于理财的资金流动性强，缺乏稳定性，这

决定了大学生对理财的需求异于普通个人投资或一般家庭投资。大学生群体中已形成一定的投资理财氛

围，且多数学生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偏好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然而市场上适合大学生的理财产品较

少，大学生投资理财市场仍有待发展完善。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基准回归 

表 3 第(1)，(2)列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展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大学

生理财行为与风险偏好情况、理财氛围、家庭阶层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学生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周围人

理财情况越常见、家庭阶层越高，其理财倾向更高，更可能参与理财活动，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H1、H2、
H3。第(2)列为加入了性别、户口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中户口对大学生理财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城镇户口的大学生相对农村户口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参与理财活动。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地区金融科技

与互联网金融发展进程领先于农村地区，与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相比，城镇地区的大学生能接触到更

多金融理财知识，在投资理财方面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5.2. 调节效应检验 

表 3 的第(3)~(5)列为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金钱重视程度与风险偏好的交互项不显

著，说明大学生对金钱重视程度并不会强化学生冒险理财的行为。尽管大学生在不断接触社会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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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但其经济能力有限，缺乏理财投资经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而且较为理性和

谨慎，不会冲动参与到理财活动中。而金钱重视程度与理财氛围的交互项、金钱重视程度与家庭阶层的

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大学生对金钱的重视程度削弱了环境及家庭阶层对大学生理财行为的影响，在

相同条件下，对金钱重视程度高的大学生会更积极参与理财活动。 
 

Table 3. Result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and moderated effects regression  
表 3. 基准回归与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1) 
behavior 

(2) 
behavior 

(3) 
behavior 

(4) 
behavior 

(5) 
behavior 

riskpre 0.894*** 0.859*** 1.125* 0.877*** 0.879*** 

 (8.04) (7.65) (1.66) (7.60) (7.61) 

atmosphere 0.235** 0.208** 0.199* 1.385** 0.193* 

 (2.34) (2.03) (1.93) (2.28) (1.87) 

rank 0.586*** 0.455*** 0.440*** 0.428** 2.379** 

 (3.61) (2.71) (2.58) (2.50) (2.26) 

male  0.312 0.389* 0.394* 0.388* 

  (1.38) (1.69) (1.70) (1.68) 

hukou  0.593*** 0.592*** 0.623*** 0.629*** 

  (2.62) (2.59) (2.71) (2.74) 

perceive   0.911 1.763*** 2.519** 

   (1.09) (2.74) (2.40) 

riskpre_perceive   −0.0938   

   (−0.39)   

atmosphere_perceive    −0.428**  

    (−2.00)  

rank_perceive     −0.705* 

     (−1.89) 

_cons −4.942*** −4.832*** −7.359*** −9.738*** −11.82*** 

 (−9.00) (−8.77) (−3.05) (−5.07) (−3.90) 

N 477 477 477 477 477 

R-squared 0.216 0.229 0.239 0.245 0.245 

5.3. 稳健性检验 

参考熊志超等(2018 年) [13]的研究，本文通过替换计量模型的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实证检验，

运用 probit 模型对大学生理财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说明了

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搜集广西大学部分学生投资理财的相关信息，分析大学生投资理财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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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多数大学生的理财知识储备不足，理财方式较为保守，理财资金来源单一且有限，风险承受能力较

弱，偏好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同时，使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对大学生投资理财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个人风险偏好情况、理财氛围、家庭阶层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理财行

为。第二，家庭户口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理财行为。第三，大学生风险偏好对其理财行为的影响不受金钱

重视程度的干扰；大学生对金钱的重视程度会弱化环境及家庭阶层对大学生理财行为的影响。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 logit 模型 
behavior 

(2) probit 模型 
behavior 

riskpre 0.8938*** 0.5309*** 

 (8.0423) (8.3393) 

atmosphere 0.2345** 0.1432** 

 (2.3382) (2.4347) 

rank 0.5856*** 0.3441*** 

 (3.6120) (3.6794) 

_cons −4.9420*** −2.9396*** 

 (−8.9977) (−9.6056) 

N 477 477 

R-squared 0.216 0.215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大学生应做到消费有规划，不盲目消费，开源节流，适

当积累理财资金；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专业的理财知识，提高理财能力。例如，大学生可以通过参

与有关理财的比赛活动、下载同花顺等 APP 体验虚拟投资、通过报纸、互联网等多种方式了解当前市场

形势，借鉴专业人士的意见来学习投资理财知识，并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其次，家庭应加强

理财教育、学校要合理设置理财相关课程、社会加强对投资理财知识的宣传，弘扬积极、健康、和谐的

理财文化；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还应协同配合，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功能，构建起学生与家庭、

学生与学校、学生与社会三者统一的理财交流系统，以此来加深学生对金钱财富的认识，引导大学生形

成正确的金钱观与消费观，帮助其建立全面、科学的理财认知体系，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投资

理财环境。再次，金融机构可以针对大学生理财现状，尝试创新金融理财产品。例如，金融机构可以适

当放宽大学生参与理财投资的资金门槛，使大学生的可支配资金足以进行投资理财，同时还可以设置“亲

情账户”，让学生父母或亲戚能够参与其中，一方面使得大学生可用于理财的资金更充裕，另一方面也

能保证资金来源的持续性与安全性；金融机构还可因时因地制宜提供个性化的理财产品，以满足大学生

多元化的理财需求。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应落实“十四五”规划与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大农村地区

理财科普力度，帮助农村地区民众建立科学理财观念，完善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金融

普惠程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除此之外，还需高度关注大学生投资理财市场的动态，在此基础上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仅要支持金融机构与时俱进，创新大学生投资理财产品，还要加强风险防范，

确保监管工作到位，维护大学生理财市场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市场及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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