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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看待大学生炒股现象

2007年的一波牛市行 情造就了全民炒股的盛况，越来

越多的在校 大学生也加 入了炒股一族，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注

意。对此，南京大学的师生对南京、上 海两地大学生炒股情

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围绕此 次调查，针对大学生炒股现 象

进行了专题讨论。

主持人：杨雄胜 南京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加人：赵宇阳 赵志华 佘 文 康婧婧

主持人：现如 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了炒股 大军。

大学生思维活跃，并有较 为丰富的理论知 识，在炒股一族

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上对大学生炒股的看法褒贬

不一。我们对南京、上 海两地大学生炒股现 象进行了实地调

查，深入了解了大学生炒股的实际情况以 及 大学生自身对于

这一现象的看法。结合调查结果，大家对大学生炒股有什么

样的看法呢？

大学生炒股的现状

佘文：根据对南京和上 海两地所选取的学生样本的统

计，大学生股民数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约为13.5% 。调查主

要从 大学生股民 用于炒股的时间、缺 课 炒股的现 象以 及 炒

股对生活的影响三 方面进行了分析。从 大学生股民每天 用

于炒股的时间来看，用时1小时以 下的大学生股民人数占参

与调查的大学生股民人数的40% ，用时1～2小时的占43% ，

可见绝大多数 大学生每天花在炒股上的时间并不多，但也有

6% 的大学生股民平均每天 炒股达5小时以 上，严重影响了学

业，这应该引起重视。

赵宇阳：社会上很多人对大学生逃课炒股现 象表示担

心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经常缺课炒股的大

学生股民人数占参与调查的大学生股民人数的8% ；偶 尔缺

课炒股的占28% ；从 未缺课炒股的占 64% 。总体来看，大部

分学生能平衡炒股与学习的安排。偶 尔缺 课 炒股的这部分

学生，如 果他们自控得当，就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如 果他

们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就很有可能发展 为经常缺课 炒股，

因此应加 强对这部分学生的引导。而 对于经常缺课炒股的

学生则要多加教育和约束。

康婧婧：在炒股对生活的影响 方面，认 为炒股会严重

影响生活规 律的大学生股民人数占参与调查的大学生股民

人数的4% ；认 为炒股会轻度影响 生活规 律的占24% ；认 为

炒股不影响生活规律的占50% ；认 为炒股能促使其自身合理

安排生活的占22% 。总体来看，大学生炒股对自身的生活规

律影响不大。

赵志华：以 上关于炒股对大学生影响的看法来自大学

生股民自己，也许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为此，我们还调查了

不炒股的大学生对炒股行为的看法。在不炒股的大学生中，

约有54% 的同学认 为炒股会影响学业，约有 62% 的同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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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炒股会严重扰乱大学生的生活规律。看来不炒股的大学生

还是害怕炒股会影响自身的学习和生活规律。

主持人：大学生炒股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 象。一方

面，它能使学生学以 致用，切身感受证券市场的风险 和投资

决策的过程，从 而提 高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和接受新知 识的

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心 智并未完全成熟，缺乏自控

力，可能会过度耗用精力和时间，从 而冲击正常的学习。对

此，我们一要引导，二 要时时提醒。不妨让炒股的同学定期

交流炒股心得，教师参与讨论，这样，既能对炒股行为进行

引导，又能约束过度耗用精力和时间的行为，从 而达到促 进

学习、培养能力的目的。

大学生炒股的投资特点及原因分析

康婧婧：我们对大学生股民的炒股原因进行了调查，发

现炒股目的主要为“获取收益”的占32% ；主要为“培养理财

能力”的占30% ；主要为“理论付诸实践”的占27% ；其他目

的包括丰富生活、结识朋友等的占11% 。由此可见，大多数学

生炒股的本意还是出于学习的目的。

赵志华：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学生炒股的资金主要来源

于生活费，而这些学生中大约有80% 每学期的生活费在5 000元

左右。可见大学生炒股也是要有较高的经济保障的。

佘文：为了调查大学生股民炒股是否理性，我们将被调

查的大学生按其对金融、证券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划分为非

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了解和不甚了解四 组。结果显示，对

金融、证券知识“非常了解”的一组中炒股人数比例最高，

达18.75% ，后 面依次递减，“不甚了解”的一组中炒股人数

居然是零。对于这个结果，我乐观地认 为，大学生炒股还是

比较理性的。

赵宇阳：通过卡方检验，我们还发现了 两 个有趣的现

象。第一，性别、年级 和专业这三个因素对于大学生是否进

入股市有显著性影响，但却与是否自主选择股票及盈利能力

没有显著性关联。这也打破了人们此前普遍认 为的“男生选

择股票更有主见”、“年级 越高，炒股盈利能力更强”、“经

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股市的表现在整体上要比非经济管理

专业的学生更出 色”等观点。第二，从 整体上看，上 海的大

学生股民盈利水平更高。

赵志华：对于第一个现象，我的看法是“没有金刚钻，

不揽瓷器活”。相关金融证券方面的知识储备对大学生是否

进入股市有很大的影响，这也说明那些非经济管理专业的大

学生股民都是普遍对金融证券方面有着相当的知识储备才

敢进入股市的，因此经过“壁垒”的淘汰挑 选，原本可能相对

“劣势”的群体的竞争能力得到了加强。

佘文；我认 为造成上海和南京两地大学生炒股情况差

异的原因主要是环境的不同。上交所的存在、证券公 司的云

集等原因使得上海的整体金融氛围要远浓于南京，上海的

许多证券公 司暑假都会在上海的高校中招收 实习生。而 南

京的证券公 司相对少，提供的实习机会也少。因此，上 海学

生的金融证券知识储备更加 丰富，炒股盈利能力更强，也就

不足 为奇了。

主持人：我认 为有两点必 须注意：1、资金源于生活 费

的居多；2、资金量小，典型的小股民，只能买些少量的低价

股。这就决 定了大学生们会非常关注投资的风险，同时由于

投资选择空间相对狭小，他 们可能会集中关注同一类股票

（低价股），容易形成共鸣，产生的炒股心得也具有很 强的

讨论价值，有促进学习的作用。对此，学校不妨加以 组织引

导，在课堂教学中让一些炒股明星来谈心 得，让炒股失利的

学生来谈感受，增强同学们的投资风险 意识。

国外大学生炒股情况分析

康婧婧：欧 美国家也有很多大学生炒股，特别是美国，

大学生炒股现象更为普遍。我想原因有以 下几 点：首先，

这与社会文化 息息相关。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世界最发达的，

交易品种繁多，法律健全。而且，美国人的投 资理财热情非

常高，一般 美国家庭都会把闲钱投 入资本市场，购买股票、

基金、债券等。比如 许多中产阶级 家庭会为孩子购买教育基

金，等孩子上大学后以 这笔基金来支付孩子的学费。孩子上

大学后，父母也会为其购买一些股票、债券，作为留给 孩子

的财产。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美国大学生普遍具有强烈

的投 资理财意识，并且 认 为良好的理财能力对于将来的生

活很 重要。其次，美国大学生普遍比较独 立，往 往自己打理

生活收支，通过购买股票、基金或者债券进行理财。另外，

美国的教育非常注重学生实践，一般 大学会支持商科的学生

进行一定的投资实践。

佘文：美国大学生比较倾向于购买基金而非直接购买股

票，他们认 为基金的风险相对小，适合其风险 承受能力。他

们也比较倾向于进行长期投资，一般 不会随市场的短期波

动进出。从 这些角度来看，美国大学生的投资行为总体上是

比较理性的。

赵宇阳：相对美国，西欧 和加 拿大大学生炒股比例就

低很多。西欧 和加 拿大的普通民众 生活比较安 逸，福 利也

比较 高，相对股票市场的高风险，他们更倾向于购买公 司债

券或者国债等风险较低的证券。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投资股

市的大学生人数 当然会比较少。另外，我们也发现 无论是美

国、西欧，还是加 拿大，大学生的风险 意识 都比较 强，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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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投资心 态和资本市场是分不开的。

主持人：在国外一些大学，炒股本身就是教学的一项内

容。2007年8月，我们访问了位于美国费城的圣约瑟夫大学，

校内有一个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实时交易系统，学校提供

每位学生一定数额的资金，让学生进入该系统 炒股，学生炒

股业绩作为课程学习成绩的一部分，收到了学用结合的良好

效果，该校毕业 生也深受社会用人单位 欢迎。我觉得这个

做 法值得我们重视，当然，国内的高校还做 不到为学生提供

炒股资金，但最起码不能把学生炒股视同洪水猛兽，更不能

因个别学生炒股影响学习生活而视炒股 为不务正业。

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炒股

赵宇阳：社会上认为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而股市又充满风

险，一旦大学生在股市受挫，可能会产生不理智的行为，应禁止大学生

炒股。对此我并不认同。大学是学生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正是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最佳时期，正确引导大学生炒股，对于他们以后

适应社会是非常有利的。另外，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大多数大学生炒股

主要是培养自身的理财和投资能力，抱着学习态度并且也做好了亏损

的准备，因此我认为关键是如何正确引导，而不是加以制止。

佘文：在正 确引导大学生炒股方面，我认 为学校教育应

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学校可以 举办一些有关股市知识

的讲座，学生可以 通过讲座了解到股市的一些基本知 识，认

识到股市的风险，树立起风险 意识，也可以 开设相关选修课

程或鼓励 学生多参与有关股市问题的讨论。例如，本学期我

们开设了一门证券投资学课程，每个月末会有一场当月股市

行情的报告分析，都是同学们自己做 出来的，通过这样的学

习讨论，一个学期下来，让我对股市有了很多了解，也学会了

很多分析方法。以 前连什么是K 线图都不懂，现在也可以 对

一支股票侃侃 而谈了。很多人担心 炒股会占用学习时间，影

响文化课的学习，对此，我认 为，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学习方

法的问题。大学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学生

合理安排时间，引导学生在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炒股。

赵志华：除了学校教育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外，社团、学

生会组织以 及社会上的公 司团体也可以 提供一定帮助。可以

建立一个理财学社，倡导大学生理性投资，培养大学生的理

财能力。可以 定期举办炒股交流会或者邀请证券公 司人士

举办讲座和论坛等，发挥出社团的组织和宣传作用。一些证

券公 司也可以 针对大学生炒股现 象，联合高校举办模拟股

市大赛，一来可以 满足 大学生炒股的兴趣，减少大学生拿父

母钱炒股的不良现象，二 来也可以 为证券公 司培养潜在客

户。我去年和今年都参加了由华泰证券公 司举办的南京高校

模拟股市大赛，觉得效果相当不错，在模拟股市大赛里，也

能体会到炒股的感觉并学到了很多东西。

康婧婧：我认 为家庭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据我们调

查，很多大学生都是在父母带动下炒股的。这种情况下，父

母一方面可以 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性，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
另一方面，也应对孩子进行一定的监督，例如由父母代为开

立账户，监督交易情况，必要时给予指导。这样可以 避免孩

子过于沉迷股市，减轻因炒股损失而产生的过多心理负担。

如 果父母不炒股，也同样要注意孩子的炒股行为，多和孩子

进行交流，给 予必要的引导，培养成熟的心态，这是非常重

要的。

主持人：大学生炒股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尽管存在一

些负面影响，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对大学生的炒股行为

我们不能横加 干预，而应进行积极的引导。学校、家庭乃至全

社会都应关注大学生并给其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和成长平台。

对于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注意自己投资心 态的培养，注意

自己风险意识的培养，真正提高自身的理财和投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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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镜的 妙用

某楼房自出租后，房主便不断地接到房客的投诉。房客说，电梯上下速度太慢，等待时间太长，要求房主迅速

更换电梯，否则他们将搬走。已经装修一新的楼房，如果再更换电梯，成本显然太高；如果不换，万一房子租不出

去，更是损失惨重。几天后，房主并没有更换电梯，可有关电梯的投诉却再也没有接到过，剩下的空房子也很快租出

去了。为什么呢？原来，房主在每一层的电梯间外的墙上都安装了很大的穿衣镜，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的仪表

上，自然感觉不出电梯的上下速度是快还是慢了。

如果碰到确实不能或不利直接经营的危机产品时，应运用心理学去主动淡化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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