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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net finance has provided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versified investment chan-
nels such as E-commerce, P2P, crowd sourcing and so on,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rationally 
use idle funds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cep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college students’ correct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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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给大学生提供了余额宝、P2P、众筹等多样化的投资渠道，让大学生合理运用闲置资

金进行理财。本文通过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下大学生理财观念的转变、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大学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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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理财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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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时代金融的新生态。随着时代发展，互联网金融不断壮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也更加凸显。而作为诞生在这个非凡时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理财观念和投资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受

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和影响。 

2.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 

2.1. 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和特点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

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1]。目前，它的发展模式有众筹、P2P、第三方支付、

数字货币、大数据金融和信息化金融机构等。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派生产物，互联网金融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首先，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互联

网金融主张平台开放，直接通过互联网提供交易通道的特质大大减少了运营成本。同时，投资门槛的降

低，也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覆盖范围；其次，互联网金融解决了投资者时间上的不匹配性和空间上的跨越

性，为被服务者提供了方便，更好地做到了以客户为中心，极大的提升了交易活动的效率；第三，依托

于大数据和云计算，互联网金融的数据支撑和存储能力也是十分强大和有效。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等网络

途径可以充分搜寻所需信息，挖掘部分个人或机构没有完全披露的信息，解决非静态多变量对于信用评

估等技术的影响，实现信息的透明化，整合化。 

2.2.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现状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90 年~2005 年左右的传统金融行

业互联网化阶段；第二个阶段是 2005~2011 年前后的第三方支付蓬勃发展阶段；而第三个阶段是 2011 年

以来至今的互联网实质性金融业务发展阶段[2]。 
正是由于与时代发展要求的高契合性和自身的先进性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以势如破竹的态势演变

和进步，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以目前的发展速度以及对未来市场规模的预测，

我国互联网金融仍将保持快速发展，以下是相关数据，见图 1。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互联网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脉搏。伴随着新时代下经济体系的不断变革

和发展，互联网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必然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一大有利武器。 

3. 大学生理财观念的转变 

互联网金融的蒸蒸日上与理财产品的创新升级，孕育出越来越多益于普通理财方式的互联网金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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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Figure 1. Market scale analysis forecast of Internet finance industry of China 
图 1.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规模分析预测[3] 

 
财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条投资路径，使得互联网金融理财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理财方式。作为被孕

育在这个发展腾飞时代的大学生，他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被潜移默化的熏陶着，投资行为也受互联网金

融的深刻影响。 

3.1. 理财心理的转变 

在过去，受家庭、学校等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大学生的理财观念相对淡薄和保守，无论是出于理财

教育储备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还是理财渠道单一等多方面原因，大学生对于理财的态度无外乎分为

两种：要么不理财，要么低风险低利润理财。现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出现，给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投资契

机。他们逐渐强化理财意识，开始主动尝试这些新兴理财方式；他们的投资心理也愈加大胆，逐渐敢于

承担产品背后隐藏的颇高风险。大环境的影响和驱动下，大学生的理财心理变得更加积极、大胆和开放。 
与此同时，由于余额宝、p2p 等产品的低门槛、低风险、易操作等特点，契合了大学生的心理特征，

打消了他们大部分的理财顾虑，吸引了更多的大学生走上理财这条道路，实现从拒绝理财到主动理财的

跨越。 

3.2. 理财方式的转变 

互联网金融出现之前，大学生的理财方式可谓极其单一，银行存款保本赚利是主要的途径。这种方

式下，活期存款收益低，定期存款还存在着资金使用不便的问题。无论哪种，理财效益都不可观。随着

互联网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蓬勃发展，余额宝、p2p 等理财手段的横空出世，渠道多元化致使大学生

可选择的方式多种多样。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数额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不再

仅仅局限于利用银行存款赚利进行理财。 

4. 大学生理财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4.1. 理财教育不足，理论知识匮乏 

对于很多专业不涉及经管这方面的大学生，甚至包括某些经管专业的学生，由于没有直接的理财教

育指导，他们对于理财没有一个准确清晰的认识和定位，认为理财是专业的投资者才能做的事情，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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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财就是越俎代庖；除了这类人群，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在不具备基本理财素养的情况下盲目理财，认

为只要投入就会有收益，到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有极少部分大学生，受到周围环境等影响，导致理

财观念畸形，裸贷之后无力偿还，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因此，对理财认识的欠缺成为了大学生正确理财

道路上的绊脚石。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对各大理财产品和平台普及力度的不足等诸多因素，也使得大学生对许多理财

方式知之甚少。除了余额宝这类在各方面都契合大学生特征的金融产品外，市面上的许多投资平台，大

学生都还处在认知模糊的层面，了解十分浅显。 
 

 
Figure 2. The choices of financial products for college students 
图 2. 大学生对理财产品的选择[4] 

4.2. 资金数量有限，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 

当今的大学生，多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父母定期给付的生活费。除此以外，对于部分大学生，

还存在着兼职收入或者奖学金收入等，但这些资金在日常消费支出后，剩余部分相对投资所需资金来说

寥寥无几。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每个月可使用的闲散资金大多在 500 元以下，而其中用于

投资理财的不到 25% [4]。资金供应链的单一和短缺不能让大学生充分施展自己的理财能力，在面临理财

抉择时也是顾虑颇多，很难做到所做即所想。 

4.3. 对理财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 

多数的大学生都不属于风险偏好型人群。根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5]：在 15 所高校近 700 位大学生样

本中，51.0%的大学生属于风险中立型，20.3%的大学生属于风险厌恶型。显然，理财产品背后难以估量

的风险成为了他们理财道路的一道阻碍。加上考虑到大学生自身的经济状况难以为高收益产品带来的高

风险买单，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拒之门外”，难以跨越“风险”这道鸿沟。 

4.4. 互联网金融的接受程度高，有极强的好奇心与学习能力 

以 95 后和 00 后为主体的新时代大学生，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和未来投资市

场的主力军，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具有天然的契合性[5]。现在的大学生，已然离不开手机，他们中的大

多数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长，所以熟悉互联网，能够习惯性的使用互联网，很快适应互联网金融带来的

变革，快速接受掌握并广泛使用着层出不穷的互联网金融产物。加之当代大学生对于新兴事物有着极强

的好奇心与学习能力，敢于尝试和挑战，他们能够在投资过程中快速学习，积累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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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偏差，衡量每一项理财产品带来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对比之后，针对自身经济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

理财手段。 

5. 对于大学生理财方面的建议 

互联网金融体系已经逐步完善，但大学生的投资意识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多的问题亟需解

决，大学生主体和相关部门都需要做好有关工作。 

5.1. 做好理财教育的普及工作 

在教育方面，学校等相关部门需要担负起知识普及工作。可以通过开设相关公开课加大理财教育的

普及力度，让大学生对于互联网金融下纷繁的理财产品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培养大学生的理财观念，提

升大学生的理财意识，引导大学生正确积极地理财。课余时间也可以邀请相关业内人士进行讲座，塑造

大学生的投资素养，使其具备正确选择理财产品的能力。 

5.2. 充分了解各类理财产品，理性投资 

对于大学生，要在理财之前先储备足够的理财知识。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特性不同，种类繁多，大

学生在投资前需要熟悉各类理财渠道，了解它们分别的风险与报酬，准确评估自身风险偏好，选择适合

自己的产品。目前，很多大学生还存在盲目理财的问题，由于网络上充斥着的理财产品繁多复杂，大学

生对互联网金融背后的风险等认知能力有限，很容易挑花了眼，受到诱惑，只看到眼前的收益，而忽视

投资平台的安全性与理财产品背后的高风险性。这需要大学生加强自控力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认清自己

的经济实力，抵制诱惑，理性投资。 

5.3. 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 

2018 年 4 月，国家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提

出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等问题[4]。资管新规的出台，有效打

击了部分金融机构，对于相关监管部门也打了一剂预防针：相关部门要制订完善的法律体系，维护大学

生的合法权益，对有意侵犯大学生利益的非法机构和相关人员做出及时、严厉的惩罚。同时，要加大对

各个投资平台的监管力度，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防控各类投资风险。 

6. 结论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大学生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合理运用资金，利

用互联网拓宽理财渠道，将会是大学生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下理财的发展趋势已经逐

渐趋于平民化，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游刃有余地玩转理财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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