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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钱都花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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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调查显示，在

校大学生2016年每月平均

开销为1212元， 三成以上

学生认为生活费不够花，

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

消费偏高， 有人认为属正

常区间……大学生消费现

状究竟如何？ 呈现出怎样

的趋势和特点， 折射出哪

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

美容旅游健身成重要
开支

方晓恬， 北京大学新

闻学专业博士一年级学

生。每个月，除了必要的基

本生活和学习支出外，对

于她来说，美容、旅游、健

身也是开支中十分重要的

一部分，“在行走中开阔视

野， 让身体和精力保持在

一个最佳状态， 都是我对

自己的要求。”

方晓恬的支出方向在

麦可思研究院“2016大学

生消费理财观” 调查中得

到印证。 调查显示， 目前

“社交与娱乐”和“形象消

费” 已成为大学生群体消

费的主要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

学生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 消费的方向也不再

局限于日常的吃穿上，而

是将更多花费放在提升自

己的能力、视野，以及精神

享受方面。 这些并不是爱

慕虚荣， 而是为了让自己

变得更好。”方晓恬说。

对此， 南开大学党委

学工部部长白云龙分析，

“大学生消费习惯的变化

与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

以及整个社会消费观念

的转变是相呼应的，个性

化、多元化已成为其显著

特征。而且，很多高校学

生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

父母的消费理念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这都是大学

生群体消费习惯改变的

必要因素。”

“相较于当前大学生

消费习惯的改变， 大学生

之间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

所存在的差距， 更应该引

起重视。”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洪明博士表

示，“来自五湖四海、 拥有

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们聚

到一起， 在消费观念和消

费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对很多学生， 尤其是那些

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学生

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和心理压力。 如果不能正

确引导， 会引发非常多的

问题。”

月消费1500~2000元
是合理区间

那么就消费心态而

言， 当前大学生消费呈现

怎样的特点？ 网上热议的

“大学生消费过高” 问题，

是否真的普遍存在？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

部辅导员王婧介绍，“总体

来看， 尽管有部分同学存

在追时髦、爱面子、重时尚

等现象， 但大部分同学还

是将费用花在了必要支

出，如学业、自我提升、求

职等方面。而且，因为费用

支出的增多， 倒逼学生们

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兼职

和参与社会实践， 这也可

以帮助学生建立财富观、

增强社会实践能力。”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

播电视编导综艺节目方向

的大四学生章小雨也表

示， 自己每月的消费并不

低，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因为要完成学业。“我们是

学编导专业的， 平时完成

作业需要自己支付拍摄费

用， 一般小一点的作业需

要1000元，拍摄5分钟视频

则需要6000~10000元不等

的费用。”

章小雨说， 为了满足

这一部分的开支， 自己平

时会去公司和电视台兼

职， 或接一些师哥师姐介

绍的“活儿”，写写策划案，

增加一些收入来源，“和过

去不同， 现在很多专业就

是比较‘烧钱’的。”

“对不同时代大学生

消费绝对值加以比较并没

有太大的意义。”白云龙分

析说，如果说多年前，大学

生消费渠道比较单一、呈

线性的话， 那么当下大学

生的消费渠道则呈扇形。

真正需要留意的是， 这个

扇形是大扇形还是小扇

形， 其方向和取向分别是

什么， 在相对同质化的消

费行为中， 是否处在一个

相对合理的区间。

“比如说，如果大部分

学生月消费都在 1500到

2000元这个区间， 那么这

个消费就是相对理性的。

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

难的同学， 要依据国家政

策，结合社会力量，给予必

要而精准的帮扶。 如果有

个别学生高到了5000元，

甚至8000元， 就需要引起

关注 ， 并加强理性引导

了。”白云龙表示。

引导理性消费观财富观

在理性看待大学生消

费变化的同时， 个中暴露

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关

注。

“现在大学生人情往

来，相互吃请、送礼物建立

友谊的情况的确存在，而

且并不鲜见。 特别是家庭

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学生，

对这种风气影响非常大。”

洪明表示，“这对于家境好

的学生来说不算什么，但

却可能对相对困难的学生

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引导

不好， 甚至可能让这些学

生产生孤僻、仇富、自卑等

不良心态。”

“经济差距很难抹平，

但多一份友善和体谅，可

以避免很多问题的产生；

同时， 学校的辅导员也应

该注意引导， 避免因为经

济问题撕裂学生之间单纯

的友谊。”洪明提醒，大学

是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应

站在社会治理的高度去关

注大学治理的问题， 这无

论是对学生本人的成长，

还是对社会的和谐发展，

都非常重要。

“多元化、个性化消费

并不代表自由化。”白云龙

表示， 在学校开展必要的

财富观念教育， 引导广大

同学正确认识生活、 事业

与金钱、 消费的关系很有

必要。

洪明也强调，“一定要

在大学期间引导学生建立

良好的消费观。 现在的诱

惑和陷阱很多。在校期间，

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消

费习惯， 传承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这并不仅仅

是为了节约金钱， 也是学

生们修身、立德的过程。”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