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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要等到刷卡的时候，才知道饭卡的钱只剩下个位数，总是要等到付钱的时候，才知道钱包里只剩下

几个钢镚。“月光一族”屡见不鲜，不禁让我们思考：如今大学生每月究竟需要多少零用钱，这些钱又被用在了

什么地方？ 大学生们又该怎样合理使用自己的零花钱？

本期四版，将从我校学生的消费现状入手，探讨如何更理性地支配零用钱。 希望在现实版的零用钱大做

战中，你也能成为最高等级的“世界银行行长”！

零零零用用用钱钱钱去去去哪哪哪儿儿儿了了了？？？

【兴趣支出】

花在兴趣上的那些钱
进入大学，学习不再是唯一的事情，很多同学开始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己

的兴趣上。玩轮滑，学乐器，玩单反，学跆拳道……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丰富了大学生的
业余生活，大学生的消费模式也从单一消费转变成了多元消费。 尽管在调查中，学生们
在兴趣爱好方面的消费较少，半数以上的支出在 50 元以下，但仍有约 10%的学生每月
投入 200 元以上用于兴趣。

财政学院的赵方颖同学热爱摄影。虽然当初她曾为昂贵的花费犹豫过，但一想到用
镜头捕捉精彩瞬间的快乐与兴奋，便毅然决定要学习摄影。 她向记者透露，自己现在的
这部单反相机是她攒了三年的零花钱买的。作为大一新生，赵方颖同学的零用钱并不是
很多。然而，玩单反却需要很大的开销，除了最初的 5600 元购买价，还需要后续支出，例
如买三脚架需要 350 元，洗照片 1 元 1 张，而镜头的更换则更是无底洞，对每月生活费
固定的学生一族是很大的经济压力。但赵方颖说自己现在努力缩衣节食，将剩余的钱用
在这笔支出上。 虽然花销有点大，但她的父母全力支持她的这个兴趣。

如赵方颖一样愿意将部分生活费为自己的兴趣买单的大有人在。蔡潇婷同学在社团
招新时加入了轮滑社。 刚进社团时她买了一双 450 元的轮滑鞋和 35 元的护膝，这笔开
销花费了她一个月的零用钱。 大一的许炜卿同学在暑假期间学习了吉他，升入大学后依
然坚持着自己的爱好。 一把吉他 450元，还需要定期的日常护理，如更换拨片 2元，调音
器 25元，变音夹 50元，还要参加有关课程，大约 1节课 60元。综合起来，这也是笔不小的
支出，用自己的零花钱难以支撑，所以由她的父母承担了剩余的费用。

培养兴趣爱好，掌握一门技能，是许多学生对自己生活的调剂，尽管可能需要付出
节衣缩食或者向父母寻求援助的代价， 不少人仍认为花费零用钱在自己兴趣上是很有
意义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用一定的成本得到超额的回报率，这也是许多学生愿意用
不菲的成本去发展自己的原因。

端莹芸 单浙沂

【书籍支出】

买书总动员
最近有复旦一名的“土豪书霸”红遍网络，原因是他向学校申请寝室建了个私人

公益图书馆， 寝室内堆满了他购买的 8000 册图书， 其一个月买书钱就能买两台 i－
phone。 而在我校，也有这样对买书充满热情的学生。

今年已经上大二的周秀娜就是一个典型。一年下来，她的书架上基本已经摆满了
书，实在放不下只能暂时放在快递盒子里，目前购买的课外书已经有近百本。 她总是
在整理书架，追求更多的空间，但新书总是不停地进来，空间总是不够。双十一等电商
打折促销的时候，她心里想的不是要买几件看中的衣服或者几双鞋子，而是看看亚马
逊、当当、京东商城等卖书的电商有没有大幅度的满减或者促销活动。

除了一些原版外国小说、文学经典，还有关于英语四六级、商务英语、从业考试等
考证方面的书，在每月大约 1000元左右的零花钱中，周秀娜在书籍方面的花销就有两
百多。 特别在双十一，她买了哈利波特平装原版、张恨水、三毛、龙应台、东野圭吾作品
集就花了五百多。“我父母总是问我零用钱够不够， 其实每个月只要买书了就会大出
血，母亲有时会揶揄我是书呆子，但她其实很支持我买书，虽然她每次都说我‘是个爱
看闲书的人’。 ”

虽说如复旦学霸、周秀娜这般疯狂买书的在于少数，大学生们每月或多或少会花
一些零用钱买书。 开学季需要买教科书，平时买些小说、工具书、杂志期刊等等。 备战
考公考研的学生还要大量购买辅导资料、习题。 但书中自有黄金屋，用零花钱能学到
很多知识是比较值得的。“我父母每月打给我固定的一笔钱，但是如果我说明要买书，
可以另外问他们要钱，或者拿着发票报销。 如果我是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被
教育一番。 ”大一的小蔡同学说道。

很多家长都认为花钱买书是用在“正道”上，是一笔长期投资，可以在未来得到回
报。短期来说，多看书也能增长知识，提高成绩，何乐而不为？所以，只要把零用钱花在
刀刃上，就能有超值的回报。 吴茗 黄子临

【人际支出】

你来我往的“人情投资”
大学校园里，总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与自己相交

织的人，他们将我们的大学生活描绘的多姿多彩。朝夕相
处的室友、阔别已久的老同学以及同一部门的新老朋友，
他们将我们一圈一圈围绕，形成不同维度的交际圈。在这
些圈子里，我们共同畅想未来，一起激荡情怀。 而为了让
这样的友谊弥久常新，必要的交际消费那就必不可少了。

部门聚餐：礼尚往来
当我们身处财大，多才多艺、能力非凡的众人多半会

在院级、校级某些部门任干事，部长之类的职务，在这些
平台上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我们也总会想方设法的让自
己融入这样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集体。 而餐桌
上的觥筹交错，莫过于是增进部门人员友谊的最快方式。
所以一有这些念头，聚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先选择。
经贸学院的何戌露同学，身兼院文宣部部长、校篮球干事
两职，同时也是校男子篮球队的经理。对他来说部门聚餐
有些频繁，每个月 1500 元的生活费也难免有些时候让他
捉襟见肘。“这星期五刚和小学弟，学妹聚餐，那星期就又
和学长，学姐吃饭。 ”他显得十分无奈，“可经过这么一顿

晚饭，就让原本互相陌生的大一干事都活跃了起来，做起
事情更加卖力了。 与学长、学姐的沟通交流也更多了，不
显得那么生疏了。 部门内部也因此充满了活力。 ”可想而
知，部门聚餐的确有着其存在的理由。 几餐饭，交了不少
新朋友，这钱花的值。 对于身处同一部门的大学生来说，
都愿意把零花钱砸进去。

旧友来访：包吃包住
当我们只身在外求学，不管身处什么年级，总会有高

中好友亦或家乡旧友前来看望。 此时， 带领他们走走校
园，逛逛下沙则成了必然。而尽一尽地主之谊，请吃个饭，
恐怕无法避免。彼此关系好点的，亦可能挑个假期小住几
日，玩个尽兴。 会计学院的邵立迎来她绍兴同学的看访，
可谓惊喜交加：惊得是月底余额能否撑得起三人开销，喜
得是能见到曾经的好姐妹。“听闻，两位小伙伴要在下沙
住两天的消息， 我知道我这个月的生活费肯定不属于我
了，不得不提前预支下个月的 1000 元生活费。”她如实说
道。三人在下沙，逛街，看电影，享受美食，一如当初。三人
的关系没有因时间而显得生份。 直到找好宾馆让她们住

下，她才放下心来回寝室。“她们走后，没多少钱的我只能啃
啃淡面包。 ”带着微笑的她调侃着自己。 不可否认，好客的同
学们总会愿意拿出零花钱让远道而来的朋友玩得开心，感受
宾至如归的热情，哪怕自己可能会因此过点苦日子。

寝室行动：AA 结伴游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朝夕相处四年的室友可以算

得上大学中最亲密的人了。 一起晨刷，一起上课，一起吃饭，
空闲的周末，也会相约坐公交，出去大搓一顿，玩个尽兴，四
人组总是形影不离。“大三了，课也不是那么多。临近毕业，总
舍不得寝室的那三个姐妹， 时不时就会一起出去活动一下。
近点西溪湿地，远点武汉，千元左右的零花钱，大家平摊 AA
一下，却也能将日子过得也挺滋润。 ”财政学院杨楚楚这样谈
及她的室友和寝室活动。 而对于那些刚步入大学的新生来
说，或许对附件还不是很熟悉，但必要的寝室集体活动也肯
定少不了。经贸一条街吃夜宵，弗雷德买衣服，武林广场组团
购物。男生拉来了兄弟，女生喊起了闺蜜。或许正是一次又一
次的相伴，才换来了日后的深情厚谊、天长地久。

尹俊杰 黄炽

【日常支出】

来无影去无踪的日常支出
月初时打到卡里的三位数， 到了临近月末时已经变

成了个位数，吃着方便面盼着新的一个月，这是不少大学
生时常面临的“零花钱”窘境。 可是，这千来元的零花钱都
去了哪里呢？

“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超过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了。 ”又到了月底，看着记得不是很全面的账单，小范一如
既往地发现，“这个月的伙食费又要飙近 700 了。 算上老
朋友吃饭、部门聚餐云云，看来这个月破 7 冲 8 已经是大
势所趋了。 ”伙食费显然是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的主要去
向之一。

而在伙食费方面， 不少大学生在消费中没有清晰的
意识，待到反应时，预算已经所剩无几。“平时下课晚了就
会顺便到操场外围的饭馆、面馆就餐，不成想一周下来，
饮食费已经超过了 250，都不知道自己花在了哪里。 ”大
二的陈同学坦言自己对平时的零星支出并没有逐笔记
账，“但久而久之，开销就很大了。 ”另外，聚餐也是让零花

钱不知不觉流失的黑洞，“寝室聚餐、部门聚餐、班级聚餐
……哪个不是轻则上五十，重则近百元的费用，虽然学生
组织的聚餐每学期也只有一到两次， 但是各个组织的聚
餐分摊下来，每个月也能分到个一次半次的。 ”陈同学说。

然而伙食费用占生活费的高比例也不仅仅是学生花销
大手大脚的缘故。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学校食堂一顿两菜一
汤的工作餐平均价位在 6元左右，而如果选择在学校周边的
小餐馆用餐的话，一顿的费用基本上在 10元以上，甚至逼近
20元。 除了正餐，大多数同学也会买一些小零食、水果饮品。
校园周围和寝室区内的奶茶店开得前赴后继，一杯最普通的
珍珠奶茶也卖到了 6元的价格，至于水果，四五个小苹果的
卖价也到了两位数的价钱，水涨船高，同学们在“吃”字上的
成本自然与日俱增。

各种各样的购物支出占据了生活费的另一部分。 对
许多女生而言，化妆品和衣服是消费项目中的大头，来到
许昕莹同学十几平方米的四人寝室， 她的桌上除了书籍

和一些文具，还放着各式各样的化妆品：Za 的爽肤水，曼秀
雷敦唇膏，倩碧润肤乳，兰蔻柔肤水，欧莱雅早晚霜……许
同学们被称为“月光女神”。 在网购中，“女神们”总是抵挡不
住“最后一天”、“满百包邮”、“爆款疯抢”等字眼的诱惑，“往
往会为了省一点邮费， 或者为了一点折扣而花出去更多的
钱。 ”许同学总结道。

网购书籍也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网上购书比书店便
宜很多，还能够包邮，学习资料也好，平时看的小说漫画也
好，甚至连网上打印的价钱都是实体店的一半。 ”大三的陆
蓉同学对网购也是熟门熟路。

而男生寝室的例子似乎更为典型。 查阅大三的小徐去
年一年的网上消费记录，清一色都是用来购置游戏装备的，
仔细一算，竟然已经上万，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无底洞”，但
是和大多数酷爱游戏的男生一样， 小徐实在不愿意放弃好
不容易拼搏而来的“等级”。

杨嘉琦 颜曦轩

【零用钱小调查】

大学生零用钱调查报告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进步，大学生群

体日益成为新一代的消费主体。 在前不久的“双十一”网购热潮中，大学生的
力量更是不容小觑。 但一方面，大学生尚未具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另一方面，
大学生强烈的消费需求与广阔的消费市场使我们无法忽略。 因此，关于大学
生如何处理零花钱愈来愈受到关注。 针对这个话题，我们随机邀请了 100 位
我校大一到大四的在校学生参与调查。

统计结果表明，伙食费仍是大学生的第一大支出，高达 95.83%；其次，网
上购物热潮袭来以及娱乐场所的扩大，大学生在日常购物娱乐方面的花费也
逐渐增加，接近 68.75%；第三，定时聚餐以及请客吃饭的现象普遍存在，人际
交往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俨然占据了零用钱大部分，约占 50%；相对地，兴
趣爱好以及书籍方面的消费较少，前者约占 33.33%，后者仅占 22.92%。

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 58.3%的学生每月的花销在 800-1200 元，花销超
过 1600 元的仅占 8.3%、这些开销主要由父母承担，当然也不乏约 6.2%靠兼
职赚取零花钱的学生。 而且绝大多数家长为了控制孩子合理消费，实行按月
支付生活费的方式。另外，超过半数学生能合理安排自己的零花钱，当然也有
16.7%的学生表示零花钱根本不够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在理财方面，表明自
己没有记账行为的占 77.1%， 且约 54.1%的学生认为记账并无多大作用。 然
而，仍有部分有理财习惯的同学表明会明细记账，并且将剩余的钱存入银行
或余额宝或进行投资。 王琳 胡丹妮

财经人 理财风
当代大学生,一群消费心理总体上处于成长健全期

的青年，理财方式自然是多种多样，各人各样。身处财经
大学这样的环境， 学生的理财意识也耳濡目染地增强，
成熟。理所应当，大学就是个学习理财的黄金期。大学城
总是少不了关于涨价的抱怨， 于是结合自身的消费情
况，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把钱正确的花到对口处的行动
显得迫在眉睫。

金融学院 12 级的汪莹如同学正是个可以借鉴的榜
样。她生活费的领取方式跟大多人一样，属于学期制，拥
有着每学期大约 7500 元的生活费。 一开始她总将这笔
钱存活期， 后来她发现如果用通知存款代替活期存款，
只要每个月去银行取 1200 左右的生活费， 一个学期下
来，自己的账户会比原来多出 400 元左右。回报虽小，但
就像她说的“找到了理财的感觉”。

据调查显示，现金仍然是大学生目前最主要的付款
方式。 但如今信用卡日益普及，使用信用卡不仅仅只是

体验提前消费，信用卡一般都有 50 天的免息期，作为大
学生， 我们更应该在消费的同时学会如何利用这 50 天
的时间，力争资金利用最大化。 据调查得知目前招商银
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都相继推出了针对大学生群
体的信用卡，其中有一些特色服务如优惠取现、免费异
地存款等。 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功能，无疑能节省不
少交易费用。

股票是理财氛围中一个敏感的词眼，对大学生可谓
是个正规挑战。 12 金融 1 班胡宏建同学便是庞大股民
中的一员，同时他也是金融学院第八届证券模拟投资大
赛的冠军。他将自己每月结余的生活费攒起来再加上父
母的支持，在股市投资 8000 元，小试身手的他也在股市
获得了 1000 元的回报。 他说银行股是他的首选，“现在
全球经济逐渐回升，股市情况也较以前有所好转，股市
自然是一个锻炼的好去处。 ”股票的优点在于它的收益
高，流动性强，但由于股价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风险

也很高。对于炒股，他还是抱以谨慎的态度，“在初级阶段我
仍将本着以熟悉股市，锻炼技能为目的来进行少量的投资，
降低风险。 ”

据采访，目前我校不少同学也在使用余额宝，余额宝是由
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 通过余额
宝， 用户不仅能够得到较高的收益， 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
出，无任何手续费。 用户在支付宝网站内就可以直接购买基金
等理财产品，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 转入余额宝的资金在第二
个工作日由基金公司进行份额确认， 对已确认的份额会开始
计算收益。 但由于它推出时间较短、风险也较大，大部分同学
都只是投入小部分资金，练练手罢了。

大学生的理财实践，将直接影响将来的生活方式甚至生
活态度。理财高手，往往都是心思缜密，懂得筹划的人。相反，
那些理财不当，花钱如流水的，则往往缺少宏观的计划。就像
法国亚兰在《幸福语录》中曾提到：“会赚钱的人，即使身无分
文，也还有自身这个财产”。 李梦柯 郭燕

会花钱，更会赚钱，这才是财经人的本色

【酷评】

理性消费 你值得拥有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物质资源迅猛增长,琳琅满目的商品充盈着大学生

的消费生活,消费形式也变得多姿多彩。 不管是进店消费还是网上购物,大学
生无无疑是一支值得重视的消费大军。透视这个消费主体，我们自然的发现，
一方面，大学生尚未具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强烈的消费需求
与广阔的消费市场使我们无法忽略。 因此，随之而来大学生消费的合理性也
就成了大家津津乐道为之探求的焦点了。

针对大学生如何处理零花钱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伙食费是大学生的
第一大支出，所占比例高达 95.83%，再一次说明了“民以食为天”这句话的精
辟。其次，网上购物热潮以及娱乐活动的经久不息，使得大学生在日常购物面
的花费也逐渐增加，接近 68.75%的消费比例已经跃然纸上，部分大学生过分
热衷购物，以至于化身“月光族”而不能自拔。 前不久“双十一”网购热潮依然
深深烙在我们脑海中。由于降价，大学生受趋利或从众心理的影响，购物热情
高涨，环顾校园，到处都是大学生收取快递的身影。 另外，定时聚餐以及请客
吃饭的社交活动在新一代大学生活中已经普遍存在，人际交往作为一种新的
消费对象俨然占据了零花钱半壁江山，吃喝玩乐的享受交际也逐步开始充斥
着我们的大学生活，似乎中国人的酒桌文化也开始在我们象牙塔之内盛行并
愈演愈烈。 在大学生消费中，最令人令人扼腕的地方便是兴趣爱好以及书籍
方面的消费非常的少，分别仅占 33.33%，22.92%，这个似乎与我们“大学生”
这一称谓有些背道而驰， 同学们对提升自我素质与修养的关注在逐步降低，
而这一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现在的大学生的消费无论从结构还是方式上都会与以前大相径庭，追
逐利润的市场经济和商业气息无不对我们大学生时时产生深远影响。面对滚
滚而来的各种销售信息，铺天盖地的商品宣传，我们是如何对待的呢？ 其中
月生活费超过 1600元却时候常成为“月光族”的小余同学说：“我认为记账
对我没多大作用，因为平时我见到喜欢的东西就买，而且尤其热衷网购，以
至于花钱很大，但是没钱的时候父母也总会继续给我们汇钱，所以我并不
是很担心真的没钱会用。 ”这位同学的生活费相对较高，所以能够随心所欲
的消费，而又因为父母对其的溺爱，导致了他的无节度的消费行为和习惯。
与他类似的同学有很多，他们普遍家庭条件良好但是消费素质较低，盲目
消费的现象经常出现，虽然消费额度很高，但是生活质量却并不相匹配，更
需要进行消费引导。

那么，什么才是大学生真正的理性消费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消费观是使用一种价值判断来衡量事物，指
导消费的观念，它反映的是对待商品的价值判断。我们在购买消费的时候，要
学会判断商品的价值，购买价廉物美并且确实能够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帮
助和便利的商品。其次要提倡计划消费，在做好消费计划的情况下，培养大学
生理财意识。大学生要抵制各种盲目攀比从众的消费行为，反对过度消费、超
前消费。尤其是不能与同学之间相互攀比，打肿脸充胖子。做到量入为出，制
定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消费计划才是健康和值得提倡的消费行为。正如拥有消
费记账的良好习惯的张同学所说：通过记账，一天下来，我能清楚的知道我的
钱花在哪里，不该花的而花钱了，我会记在旁边，警醒自己定要理性消费，做
一个“财经”人。而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尤其是要提高消费中的教育含量，将
消费的重心向提升自我素质修养的方面倾斜，在保证温饱的情况下，适度消
费，把更多的消费用于有利于个人发展、提高自身修养上来，同时多多参与社
会实践，更多地了解社会，接触民生。 最后，在注意“节流”的同时，还要重视
“开源”。在完成学习计划之余，我们可以积极参与勤工俭学，这不仅可以使大
学生获得融入社会的能力，而且增加了经济收入。 通过自己劳动取得收入还
能使大学生的消费价值取向更合理，培养其独立的人格。因此，我们更应该依
托学校和社会的平台，珍惜工作机会，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

由此可知，有的同学因为理性消费而使钱尽其用，得到了需要的物品，同
时学会了理财，而有的同学却因为花钱没计划没节制而成为一名“月光族”，虽
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却也不一定能填补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真正的快乐。而我
们财大的同学更应该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理财能力， 将我们的所学融入生活，
成为一个购物实用，用钱有度，理财有法的人。 为了美好的未来，也为了美好
的当下，理性消费，你值得拥有。 许晓倩 尹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