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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类院校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金融消费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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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构建邮电类大学生金融素养度量体系，运用 2021

年邮电类大学生消费金融现状及金融教育调查数据，对个人金融

素养的形成以及邮电类大学生金融素养对金融消费的影响进行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邮电类大学生的金融素养直接显著影响个人消

费和金融消费，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对大学生的个人发展造成了较

大的影响。金融素养的多重效应在邮电类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工作中作用明显，家庭固有的观念和习惯对于学生消费、投资、

信贷影响较大。本文研究了邮电类大学生金融素养形成的影响因

素和影响路径，能够为有关部门制定大学生金融素养提升的政策

和金融素养提升的实施方案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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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金融素养情况（2021 年）》的调查显示，从重点群

体看，我国的居民金融素养在年龄上的分布呈现出倒“U”型，老

年人和青少年金融素养的水平相对较低，“一老一少“将是金融

教育持续关注的重点。

Bernheim 在 1996 年就开展了关于金融素养与金融教育的研

究，Noctor 认为金融素养概念为个体在配置和管理财富时实施理

性评估和合理决策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金融行为和金融

资源的使用。OECD 界定金融素养是为做明确金融决策并实现个

人福祉而必备的意识、知识、技能和态度。金融素养既包含对金

融概念、金融常识和金融产品等等的理解，也包含了运用知识和

处理信息的能力。金融素养和个人金融消费行为紧密相关，影响

个人短期的横向和长期的纵向资产配置，还会影响居民的风险担

当及风险偏好，进而影响该个体后续的风险投资。

一、邮电专业类大学生金融消费存在问题分析

（一）邮电专业类大学生消费结构分化明显、消费观不够理

性

经过问卷调查，通过 452 份样本的分析得出，在日常消费

中，邮电类大学生在服饰和社交消费超过一半的同学共占比超

过 50%，学习支出和投资理财的消费共占比不足 30%，网络游戏

和娱乐花费较多的同学占比较少。这说明，大学生消费占比中，

服饰和社交消费的占比过高，学习占比过少，由于是邮电专业类

学校，学生对动漫、游戏和电子产品消费总占比较高。在“双

十一”“双十二”“618”等购物节期间，大学生易受到误导，进

行超前消费，形成了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导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

用的挤占以及还款的风险。由于对自己消费能力范围和适度消费

的认识不足，导致大学生的过度消费，不仅会带来财务危机，还

会加重家庭负担，影响学习和生活，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另外近两年，短期压制的消费欲望逐步

释放，大学生的就业和收入受经济的影响复工复产的影响，金融

消费需求呈增长态势。

（二）邮电专业类大学生金融消费观不尽合理

消费金融的兴起给大学生的超前消费带来了机会。近年来“校

园贷”“高利现金贷”“改头换面”成“回租贷”“培训贷”等，

都是变相的校园贷，严重地危害了大学校园内的金融安全，带来

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在 452 份样本中，已借“分期乐”等平台信

用贷款合计超过 6 万元，都形成了还贷困难，面临逾期欠息的局面，

虽然家长最后还清贷款，但对学生的影响巨大。大学生们对消费

金融产品本身了解不足，风险意识薄弱，没有形成正确的金融消

费观，没有具体了解平台的情况和贷款合同的条款就盲目贷款，

导致陷入高利贷无法自拔的情况。

（三）邮电专业类大学生个人理财技能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弱，

金融消费行为较为盲目

大学生在进行相关金融消费时，常常会面临诸如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风险，但由于

风险控制知识的贫乏和风险控制能力限制，造成大学生金融消

费行为风险居高不下。邮电专业类院校注重邮电专业类专业课

程学习，金融知识的学习氛围较弱，虽然金融专业有个人理财、

证券投资等选修课，但学生对于掌握必要的理财知识和技能等

理解运用还不够深化。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出现了打着金融

创新的旗号的一些非法机构、平台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等，使

用扶持中小微企业、养老服务等新概念，使用各种手段实现非

法集资和金融传销，让很多民众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邮电类专

业学生学习理工科课程和参加理工类活动较多，风险识别、管

理和化减的能力训练较缺乏。

（四）邮电专业类大学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较为缺乏

大学生在进行金融消费时享有的主要权利有：金融消费知情

知悉权、金融消费安全权、金融消费公平交易权、金融消费自由

选择权等。由于邮电专业类大学生的金融活动参与较少，在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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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缺少权益保护知识和法律知识，在权益受损时，不懂得

如何自保，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互联网信息的违规使用，

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信息泄露的风险，金融消费者的资金和信息安

全无法得到保障。

二、应对对策

（一）对策一：培养大学生理性消费观

消费观是经济伦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对大学生进行有

效的消费观宣导，引导学生们合理支配生活费，培养理性的消费观。

宣导适度消费，引导大学生进行消费需求分析和消费产品分析，

提高对消费品价值判断的能力。让大学生都明白过度消费会带来

财务危机，加重家庭负担，更加会影响学习生活。通过消费观的

培养促进大学生形成健康、科学、适度的消费习惯。

（二）对策二：培养大学生理性金融消费观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观。让大学生清楚理财可以使

得财富具有增长性，但投资有风险。大学生要认识到风险无时无

刻都存在，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投资项目，不跟风、迷信。对于大

学生的超前消费方面，在消费金融产品的设置上应该强化风控，

例如家长电话或者人脸授权等，设定大学生专属的合理额度和使

用范围，允许持牌的金融机构进入到这个市场。强化合理金融消

费观的宣传，把能消费和合理消费、计划消费、有效消费融入到

金融消费观的贯彻中。

（三）对策三：加强大学生投资理财技能的培训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现在的特殊经济时期，新媒体降低了知

识获取的成本，利用好大学生的碎片化时间，用混合式教学手段，

让大学生逐步把金融产品的特点、购买途径、风险成因、注意事项、

操作要点等了解清楚。邮电专业类大学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较强，

对于数据处理类课程的学习掌握的较好，在投资理财类培训中，

可以加大数理逻辑类培训内容，以此吸引理工科类学生。

（四）对策四：加强大学生风险管控能力的培养

加强大学生风险管控能力的培养，学会客观评价自身风险识

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符合自身风险级别的金融产品。学

会摒弃超出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提是自

身承受情况。能进行“保本保息”和无担保等承诺的风险辨别。

学会识别风险，密切关注市场以及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会评

估风险、用科学的金融手段来防控风险，做出风险防范的决策，

不断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五）对策五：家校社会多条线关注大学生金融消费行为

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金融科技、大数据手段，做好客户准入

和风险控制，进行客户画像，提早识别和规避风险，加强公益

宣传。社会上应加强对大学生的金融知识普及，加强消费者权

益保护知识的宣导，增强学生投资权益保护意识，鼓励大家理

性消费。家庭方面，从父母兄弟姐妹开始，用良好的金融消费

氛围来进行金融消费实操训练，提升金融素养。金融素养在家

庭中的整体提高会加快大学生金融素养的提高，有益于大学生

的成长和身心健康。

三、结语

当代大学生现处于信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这对于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

础知识，也要有应对未知挑战的竞争力。邮电专业类大学生消费

结构分化明显、消费观不够理性；金融消费观不尽合理；个人理

财技能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弱，金融消费行为较为盲目；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知识较为缺乏。家、校、机构、社会齐心协力，构建

良性的大学生金融消费环境，切实提高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才能

为大学生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良好的大环境，让大学生们

在成才之路上走得更加踏实和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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