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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春佳节，辞旧岁迎新年，亲友们团聚在一起，长辈笑颜，

儿孙绕膝，本是我国最美好的传统节日，充满着喜庆的色彩。

然而，这传统节日中的传统习俗——发压岁钱红包，却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而越发走味，倒成了成人苦不堪言的人

情压力和少儿“左手拿钱，右手交钱”的无奈郁闷，还有面对

巨额压岁钱，亲子财商教育不知如何展开的迷茫。 

    近年来，每当临近春节假期，各大媒体报纸、网络频现有

关压岁钱的新闻，“男孩压岁钱被没收后偷钱”、“孩子收到 3

万压岁钱、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嫌钱少退红包遇尴尬”„„

这些越来越常见的新闻现象无一不在透露着压岁钱出了问题

的信息。 

    那么，这原本寓意着长辈对晚辈美好祝福的压岁钱，如何

再次回归“祝福”意味，如何发挥它更积极的意义，便成了社

会众多人士和机构的热点议题，每当随着春节结束，各种相关

议论以及理财机构呼吁“用压岁钱去理财”的声音也相继而来。

是否媒体上有热点、理财机构有呼吁就能改变这些情况，我们

不得而知。但是，压岁钱行情年年见涨的现象，让我们深思，

只有清晰挖掘出背后的具体原因，才能将此引导上一条更积极

的解决之路。 

    2015 年，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在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

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

的指导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贵阳、广州、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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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苏州、合肥十个城市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性压岁钱调研活

动。在 2014 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 2014 年，有 97.32%的

小学生收到了压岁钱，11.2%的小学生在短短几天的春节假期

中通过收压岁钱成为万元户，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收入占到当

地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分之一，最少单笔压岁钱收入集中

在 101-300 元，最高单笔集中于 501-3000 元区间„„ 

    2015 年我们再次启动小学生压岁钱调研，不仅希望能够

进一步了解全国的压岁钱现状，作为长期研究的数据积累，更

希望从压岁钱的支配权和压岁钱的去向结合孩子现有的财商

能力进行交叉分析，从而倡导更积极的压岁钱财商教育方式。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开展这样的连续调查的专业机构，上海

百特教育咨询中心一方面希望通过逐年的全国数据，分析我国

家庭中亲子财商的动向，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数据说话，倡导一

种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财商教育方法。财商教育不同于知识

类学习，是一种生活情境化的教育，必须经由亲子的体验学习

和反思，进而引发意识和行为的转变，达到良好财商生活习惯

的养成。 

我们希望逐年开展的全国性的压岁钱调查报告可以为改

变“压岁钱困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国内开始升温的

财商教育带一个好头，全社会共同努力，提升我国财商教育的

水平，促进我国财商教育的健康发展。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王胜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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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概况 

 

一、 研究目的 

1) 了解 2015年全国小学生压岁钱额度、压岁钱支配权和

压岁钱用途等方面的综合信息。 

2) 纵向对比全国小学生 2014-2015 年数据，以期发现一

些规律。 

3) 持续促进全社会对于青少年理财教育的关注与参与。 

4) 将理财教育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在调研的同时，促进

学生对钱财管理行为的实践。 

 

二、 研究样本 

本次调研覆盖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南京、合

肥、济南、贵阳、苏州等 10 个城市，总计发放问卷约 2500

份，累计回收调研问卷 2214份，其中有效问卷 2052 份。研究

性作业单-财商自评表（part2）抽样回收有效样本 2011 份，

研究性作业单-2015 年压岁钱收支表抽样回收有效样本为

1467份 

本次调研回收问卷中，发放、回收、认定过程，有以下几

点需提醒读者注意： 

1) 问卷抽样。本次调研覆盖全国 10个城市，25 所学校，

参与调研学生从各参与调研学校中抽取，平均抽样率

12.85%，单个学校最高抽样率为 15%，最低抽样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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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考虑到被抽样者对问卷的理解能力问题，抽样对

象未包括小学一年级、小学二年级学生。 

2) 个案抽样访谈。本次调研中在问卷基础之上，我们以

访谈形式进行了 50例个案抽样访谈，访谈资料仅用于

作为问卷分析时候的参照资料，未列入最终统计数据。

调研整体个案抽样率为 2.43%。 

3) 无效问卷。本次调研将错答问题或未答问题率超过 15%

的问卷列为无效问卷，无效问卷整体不列入数据分析

范围。 

4) 有效问卷。本次调研将错答问题或未答问题率低于 15%

的问卷列为有效问卷，有效问卷中的错答问题和未答

问题，单题不列入数据分析范围。 

5) 错答问题。包含答题结果在问题选项范围以外的回答，

及将单选问题以多选形式进行回答的问题。 

6) 未答问题。包含未作选择的问题。 

 

问卷样本回收情况 

 发放问卷数 回收问卷数 有效问卷数 无效问卷数 

问卷 2500 2214 205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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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作业完成情况 

 有效 无效 

研究性作业-财商自

评表 
2011 41 

研究性作业-压岁钱

收支表 
1467 585 

 

 

 

98%

2%

研究性作业-财商自评表

有效

无效

71%

29%

研究性作业-压岁钱收支表

有效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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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样本结构 

调研数据年级分布 

 人数 百分比 

三年级 625 30.46% 

四年级 660 32.16% 

五年级 680 33.14% 

六年级 87 4.24% 

合计 2052 100% 

 

 

 

  

30.46%

32.16%

33.14%

4.24%

调研数据年级分布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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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对象家庭年收入分布 

 人数 百分比 

10万以下 800 38.99% 

10-20万 714 34.80% 

20-40万 308 15.01% 

40-80万 107 5.21% 

80万以上 67 3.27% 

未知 56 2.73% 

合计 2052 100% 

 

 

 

  

38.99%

34.80%

15.01%

5.21%
3.27%2.73%

调研对象家庭年收入分布

10万以下

10-20万

20-40万

40-80万

80万以上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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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对象城市分布 

 北京 上海 广州 天津 重庆 济南 贵阳 合肥 南京 苏州 

问卷

样本 

7.55% 40.98% 8.38% 15.50% 6.38% 7.26% 2.58% 2.24% 4.24% 4.87% 

 

 

 

四、 数据处理过程 

本调研分为六个步骤：样本选取范围甄别、信息收集（发

放并回收问卷）、数据录入、数据清理、数据分析、分析结果

呈现。 

由于调查的直接对象是学生，而不是学校，相对而言保证

了调查的真实性。从数据处理上说，所有问卷使用 excel录入

电脑后，进行数据清洗，删除无效问卷，再转入 SPSS17.0 软

件，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的频次分析和交叉分析。  

7.55%

8.38%

15.50%6.38%

7.26%

2.58%

2.24%

4.24%

4.87%

调研对象城市分布

北京

广州

天津

重庆

济南

贵阳

合肥

南京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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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分析 

一、全国 97.32%的小学生在 2015 年收到压岁钱，

比上年略有下滑 

给小孩子发压岁钱作为我国一个传统文化现象，已传承

数千年。调研组就小学生在 2015 年春节是否收到过压岁钱进

行了调查。在全国抽样调查中，今年有 97.32%的小学生收到

压岁钱，从调查数据上显示与 2014 年全国小学生收到压岁钱

的比例 98.44%相比，略有下滑。 

 

全国小学生收到压岁钱情况 

 收到压岁钱 没有收到压岁钱 

2015年全国 97.32% 2.68% 

2014年全国 98.4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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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案访谈中，我们发现在 4名填写未收到压岁钱的小学

生中， 1人是因过年未回老家，未像往年一样收到祖辈和亲

友的压岁红包；另 2人则表示自己收到的是学习文具和电子设

备；还有 1位小学生则觉得压岁钱只是在给予的那一瞬间在自

己手上过了下，直接到父母手里了，因此不认为自己收到了压

岁钱。 

 

  

97.32% 98.44%

2.6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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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2015年全国 2014年全国

全国小学生收到压岁钱情况

收到压岁钱

没有收到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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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多数城市小学生的压岁钱总收入相当于

成人一个月收入，甚至有城市直逼成人两个月工资 

压岁钱本是一种带着祝福意味的传统习俗，但在当代成了

新春佳节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年前的网络、生活对话，充

斥着成人的人情恐慌——“今年压岁钱该发多少？”、“发少了

被拒好尴尬”，而年后的压岁钱热点词则经常围绕着“孩子讨

要压岁钱支配权怎么办”、“压岁钱处理”等细节。为啥会出现

这些社会热点，调研组发现首要原因是由压岁钱额度日渐高涨，

涉及到多方经济利益造成的。 

那么，如今让中国无数成年人“恐惧”的压岁钱到底有多

高？一个小学生到底能够收到多少压岁钱呢？2014 年和 2015

年，调研组分别对全国几大城市的小学生总计收到的压岁钱数

进行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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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压岁钱总收入分布 

 

不足

100 元 

101- 

500 元 

501- 

1000元 

1001- 

3000 元 

3001- 

5000 元 

5001- 

10000 元 

10001- 

20000元 

20000 元

以上 

北京 
2015 1.96% 16.34% 13.07% 38.56% 15.69% 8.50% 5.88% 0.00% 

2014 1.88% 11.69% 18.58% 37.58% 18.58% 5.85% 2.71% 3.13% 

上海 
2015 2.52% 9.12% 13.81% 25.69% 20.05% 16.81% 6.96% 5.04% 

2014 0.64% 6.42% 11.64% 29.45% 20.36% 20.29% 6.55% 4.64% 

广州 
2015 1.74% 6.40% 10.47% 36.63% 23.26% 14.53% 2.33% 4.65% 

2014 3.26% 6.98% 14.88% 36.28% 20.93% 9.77% 3.26% 4.65% 

天津 
2015 2.52% 17.35% 16.09% 37.54% 13.25% 8.20% 2.52% 2.52% 

2014 1.18% 8.47% 16.94% 40.94% 15.29% 8.47% 4.24% 4.47% 

重庆 
2015 0.76% 5.34% 19.85% 41.98% 17.56% 7.63% 3.05% 3.82% 

2014 2.20% 21.98% 22.97% 32.86% 14.34% 3.00% 1.54% 1.12% 

济南 
2015 0.67% 26.17% 17.45% 38.93% 10.07% 5.37% 0.67% 0.67% 

2014 1.14% 16.29% 19.43% 35.71% 16.57% 8.29% 1.43% 1.14% 

贵阳 2015 9.43% 37.74% 26.42% 15.09% 3.77% 5.66% 1.89% 0.00% 

合肥 2015 0.00% 2.22% 20.00% 48.89% 15.56% 4.44% 2.22% 6.67% 

南京 2015 1.15% 8.05% 12.64% 48.28% 21.84% 5.75% 0.00% 2.30% 

苏州 2015 1.00% 11.00% 9.00% 33.00% 17.00% 18.00% 7.00% 4.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北京

上海

广州

天津

重庆

济南

贵阳

合肥

南京

苏州

2015年小学生压岁钱总收入分布

不足100元

101-500元

501-1000元

1001-3000元

3001-5000元

5001-10000元

10001-20000元

2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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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小学生压岁钱总收入 2014年与 2015年对比 

   

   

 

   

 

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各城市小学生压岁钱收入总额主

要集中在 1001-3000元区域，多数城市依旧有少量小学生在短

短的新春期间，收到的压岁钱总额超过万元，尤以上海为盛。

但是纵向对比 2014和 2015年的数据，调研组也发现一些变化

趋势。相较于去年而言，今年多数城市（重庆除外）小学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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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钱万元户的比例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天津和济南，

分别从 2014 年的 8.71%和 2.57%，降到了 2015年的 5.04%和

1.34%。而压岁钱总收入 500元以内的比例则相对于 2014年有

所提高（重庆除外）。 

从城市维度来看，广州和贵阳所呈现的数据与其他城市有

较大不同。其他八个城市的小学生压岁钱总收入分布区间比例

最大的是 1001-3000元，仅调研城市中，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

贵阳是 101-500元。调研组了解到贵阳的压岁钱在省会城市中

金额偏低，一方面是由于当地经济水平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

贵阳的多数家庭在过新年时还是更喜欢送钱之外的压岁礼物，

如新文具等。而广州作为北上广深之一的一线城市，是因为其

压岁钱文化还保留着传统的祝福意味，在新春佳节期间会有较

多压岁红包，但多数红包在 1-10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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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各城市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收入（单位：元） 

  
2014 年各城市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元） 

2015 年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

收入（元） 
占比 

北京 40115 3067.34 7.65% 

上海 47710 4762.17 9.98% 

广州 42955 4131.48 9.62% 

天津 31506 2954.13 9.38% 

重庆 25133 3502.11 13.93% 

济南 38763 2029.52 5.24% 

贵阳 24961 1477.42 5.92% 

合肥 29348 3757.6 12.80% 

南京 42567.8 2850.4 6.70% 

苏州 46677 4641.96 9.94% 

 

 

 

考虑到各地的经济水平差异，小学生压岁钱收入的绝对值

无法公正的体现小学生压岁钱收入的高低。调研组以 2014 年

各地公布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参照值，将学生收到的压

7.65%
9.98%9.62%9.38%

13.93%

5.24%5.92%

12.80%

6.70%

9.94%

75%

80%

85%

90%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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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钱总数分成 8个区间，除“20000 元以上”区间外，每个区

间取其中间值（即：“100 元以下”取中间值 50 元；“101元-500

元”取中间值 300元以此类推），“20000元以上”取 20000元。

并以所取数值乘以该区间所占百分比数值后相加，得到各城市

2015年小学生压岁钱收入平均数，与 2014年各城市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比。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2015 年重庆的人均压岁钱占可支配

性收入比例最高，为 13.93%，后续依次排名为合肥（12.80%）、

上海（9.98%）、苏州（9.94%）、广州（9.62%）、天津（9.38%）、

北京（7.65%）、贵阳（5.92%）和济南（5.24%）。 

 

2014 和 2015 年压岁钱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北京 上海 广州 天津 重庆 济南 

2014 年 7.79% 11.27% 9.15% 11.48% 8.53% 7.40% 

2015 年 7.65% 9.98% 9.62% 9.38% 13.93%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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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除广州以外，上海、天津、北京、济南今年

的压岁钱行情并没有水涨船高，占比有所下降，但基本还维持

在相当于成人 1个月收入。但重庆有较大的提升，压岁钱收入

直逼成人 2 个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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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生单笔压岁钱金额较 2014 年有所减少 

鉴于小学生的压岁钱总收入与家庭成员（如亲友人数等）、家庭

的交际情况等有直接关联，为了对小学生压岁钱的组成进行进一步分

析，调研组分别对 2015年小学生单笔压岁钱的收入情况进行了全面采

样。 

2015 年小学生压岁钱单笔最多收入分布 

 

不足 

10 元 

10-50

元 

51- 

100 元 

101- 

300 元 

301- 

500 元 

501- 

1000

元 

1001- 

3000

元 

3001- 

5000

元 

5000

元以

上 

北京 
2015 1.94% 1.29% 7.10% 18.71% 20.65% 28.39% 14.84% 3.87% 3.23% 

2014 0.42% 1.25% 6.47% 24.84% 21.71% 24.43% 14.20% 3.76% 2.92% 

上海 
2015 1.80% 1.68% 5.05% 12.38% 14.18% 28.00% 26.08% 4.21% 6.61% 

2014 0.13% 0.76% 2.74% 11.58% 15.90% 26.34% 26.78% 8.33% 7.44% 

广州 
2015 1.75% 2.34% 15.79% 17.54% 14.62% 27.49% 14.62% 2.92% 2.92% 

2014 0.91% 2.28% 7.76% 23.74% 15.53% 21.46% 19.63% 3.65% 5.02% 

天津 
2015 .95% 2.52% 11.04% 22.08% 20.82% 22.71% 14.83% 2.84% 2.21% 

2014 0.47% 0.95% 6.86% 19.39% 21.75% 25.30% 13.95% 4.26% 7.09% 

重庆 
2015 1.53% .00% 2.29% 22.14% 29.77% 28.24% 10.69% 1.53% 3.82% 

2014 1.98% 4.52% 16.38% 20.62% 20.10% 21.38% 10.97% 2.24% 1.81% 

济南 
2015 .00% .00% 8.05% 28.86% 16.11% 24.16% 16.78% 3.36% 2.68% 

2014 0.57% 1.13% 5.10% 20.96% 18.70% 28.90% 19.26% 3.12% 2.27% 

贵阳 2015 .00% 13.21% 24.53% 20.75% 20.75% 11.32% 5.66% 1.89% 1.89% 

合肥 2015 .00% .00% 2.22% 26.67% 31.11% 28.89% 8.89% 2.22% .00% 

南京 2015 .00% .00% 3.45% 26.44% 26.44% 25.29% 16.09% 2.30% .00% 

苏州 2015 1.00% .00% 6.00% 12.00% 13.00% 28.00% 28.00% 4.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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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压岁钱单笔最多收入 2014年与 2015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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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取其中间区段（40%-60%区间）作为参考数据可

见，2015年全国压岁钱单笔最高收入的中间值主要集中于301

元-3000元区间。其中，贵阳的最多单笔压岁钱中间值最低，

主要集中在101元-300元区间。北京、广州、天津、济南与2014

年基本持平，最多单笔压岁钱中间值保持于301元-1000元区间。

上海较2014年，最多单笔压岁钱中间值有所减少，从2014年的

501元-3000元区间降至501元-1000元区间。而重庆较2014年，

最多单笔压岁钱中间值有明显增加，从2014年的101元-500元

区间增至101元-1000元区间。 

苏州市有8%的小学生最多单笔压岁钱收入超过5000元，是

本次调研中收到“大红包”比例最高的城市。而最多单笔压岁

钱中间值最低的贵阳，也依然有1.89%的学生有机会收到超过

5000元的“大红包”。合肥、南京两地在从本次调研城市中，

没有一例个案单笔收到超过5000元的“大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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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小学生压岁钱单笔最少收入分布 

 

不足 

10 元 

10- 

50 元 

51- 

100 元 

101- 

300 元 

301- 

500 元 

501- 

1000

元 

1001- 

3000

元 

3001- 

5000

元 

5000

元以

上 

北京 
2015 6.49% 12.99% 29.87% 29.22% 10.39% 5.19% 5.19% 0.00% 0.65% 

2014 3.13% 17.95% 36.74% 22.96% 6.26% 7.52% 4.18% 0.63% 0.63% 

上海 
2015 5.90% 11.31% 25.51% 34.06% 10.11% 9.63% 2.65% 0.60% 0.24% 

2014 2.03% 8.31% 24.75% 40.10% 10.72% 6.92% 4.19% 1.84% 1.14% 

广州 
2015 43.60% 37.21% 9.88% 6.40% 0.00% 1.74% 1.16% 0.00% 0.00% 

2014 31.80% 36.41% 14.75% 7.83% 1.38% 3.23% 2.30% 0.92% 1.38% 

天津 
2015 4.73% 16.40% 34.07% 32.81% 4.42% 4.42% 2.21% 0.95% 0.00% 

2014 1.42% 9.67% 30.90% 36.79% 8.25% 3.54% 5.66% 2.12% 1.65% 

重庆 
2015 4.62% 15.38% 36.92% 33.85% 3.85% 2.31% 0.77% 0.00% 2.31% 

2014 15.03% 26.18% 18.11% 20.60% 10.20% 6.37% 1.68% 0.27% 0.57% 

济南 
2015 2.68% 14.09% 38.26% 36.25% 3.36% 2.01% 2.68% 0.67% 0.00% 

2014 1.71% 10.26% 33.90% 34.76% 9.97% 6.27% 2.56% 0.57% 0.00% 

贵阳 2015 11.32% 41.51% 22.64% 7.55% 9.43% 5.66% 1.89% 0.00% 0.00% 

合肥 2015 0.00% 15.56% 44.44% 33.33% 0.00% 2.22% 4.44% 0.00% 0.00% 

南京 2015 1.15% 22.99% 37.93% 32.19% 5.75% 0.00% 0.00% 0.00% 0.00% 

苏州 2015 5.00% 8.00% 28.00% 40.00% 11.00% 6.00% 1.00% 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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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压岁钱单笔最少收入 2014年与 2015年对比 

 

   

 

   

 

   

 

从最小单笔压岁钱来看，2015年苏州单笔最少压岁钱中间

值区间最高，集中于101元-300元区间。广州单笔最小压岁钱

中间值区域最低，集中在不足10元-50元区间，较2014年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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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0元区间，仍有所降低。在有上一年对比数据的城市中，

北京、济南、重庆最小单笔压岁钱中间区间与2014年基本持平，

保持在51元-300元区间；而上海、天津两地，最小单笔压岁钱

中间值略有提高，均提升至101元-300元区间。 

广州依然是单笔最小压岁钱最小的城市，有超过有80.81%

的小学生有机会拿到50元以下压岁钱，较2014年的68.2%又有

大幅增加。 

综上，从单笔压岁钱收入情况与有上年对比数据的城市分

析来看，调研组认为2015年小学生压岁钱单笔收入主要呈现以

下特点： 

 最多单笔压岁钱整体出现最低值区间比例增加、最高

值区间比例降低，中间值区间整体持平的态势；据此，

调研组暂无法确定引起此变化的具体原因。但有专家

提出，可能与2015年春节较晚，距成年人收到年底双

薪、年终奖时间较长，成年人手中的大笔收入已有安

排有关，但此结论因无具体数据支撑，故留待今后本

想调研有更多数据支撑时再做分析。 

 最少单笔压岁钱除重庆出现整体提升外，其他有上年

可参照值得城市均出现整体下降。尤其在50元以下区

间，各城市比例均出现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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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压岁钱平均总收入随家庭经济水平增长而增加，

个别城市特例值得关注 

压岁钱既然已成了社会话题，必然有一些社会因素与其有

关。了解这些因素，也有助调研组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倡导。

鉴于小学生的压岁钱总收入与家庭环境、家庭的交际情况等有

直接关联，而这些在社会环境下一般又都与家庭经济相关，因

此调研组尝试了解小学生压岁钱收入水平是否与家庭经济水

平存在关系。在调研的数据分析阶段，调研组将小学生压岁钱

平均总收入与调研家庭年收入水平进行交叉分析。从整体来说，

压岁钱平均总收入是随家庭经济水平增长而增长的。但聚焦到

个别城市，有些现象也值得大家关注。 

   

不同年收入家庭-压岁钱平均总收入（单位：元） 

家庭年收入 10万以下 10-20万 20-40万 40-80万 80万以上 

压岁钱收入

平均 

2509.89 4113.38 4752.58 6559.39 7174.71 

最少的收入

总额 

1 29 200 300 200 

最多的收入

总额 

96000 54100 67000 39400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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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不同年收入家庭-压岁钱平均总收入（单位：元） 

家庭年

收入 

10 万以下 10-20 万 20-40 万 40-80 万 80 万以上 

北京 1909.87 3179.57 4637.00 4726.00 2101.00 

上海 3076.16 5012.57 5495.73 6592.89 8328.09 

广州 2080.35 3672.19 4760.93 11773.36 5320.87 

天津 2288.56 3664.84 2729.13 5135.80 7542.50 

重庆 2904.96 3543.02 3916.17 6007.13 3876.00 

济南 1990.29 1858.55 1777.47 1434.33 ／ 

贵阳 623.73 2655.55 3042.67 ／ 4751.00 

合肥 3075.96 4103.88 6375.75 ／ ／ 

南京 2501 3163.93 5350.80 ／ ／ 

苏州 2778.27 4812.70 6775.83 3876.00 123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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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城市数据来看，当家庭经济水平在 20 万以下时，

上海市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收入基本均处于其他各城市中的

“领先”地位，但纵观整体增长幅度，增长较为平缓。而在所

调研的城市中，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偏低的合肥市，学生压岁

钱总收入却基本普遍偏高。济南市不同家庭收入层次的学生，

收到的压岁钱平均总收入基本较平均。苏州市小学生随家庭收

入的增加，压岁钱总收入的增加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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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年级是压岁钱收入额度的转折点，随着孩子年

级上升，收到的压岁钱有趋于理性的态势 

从表象上来看，压岁钱的额度势必受到当地经济水平和家

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因素

在背后影响着一个小学生的压岁钱收入额度？ 

调研组尝试从小学生的自身特点——年级属性出发，与压

岁钱收入额度进行交叉分析。由于部分城市的调研对象未覆盖

全部年级，因此部分地区的数据缺乏一定的可比性。在数据的

处理中，调研组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规律：压岁钱额度随着小学

生年级的上升，呈先升后降趋势，而四年级则是其转折点。 

 

全国各年级压岁钱总额平均收入（单位：元） 

年级 压岁钱总额平均数 

三年级 3732.11 

四年级 4104.38 

五年级 1939.55 

六年级 28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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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全国样本中，四年级的学生压岁钱收入平均额

度比三年级多出近 10个百分点，分别是 4104.38元和 3732.11

元。而五年级学生的压岁钱收入平均额度与四年级相比，有极

大的下降趋势，不足四年级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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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不同年级压岁钱总额平均收入（单位：元） 

城市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北京 2467.30 ／ 3325.30 ／ 

上海 4227.10 5128.80 5091.30 ／ 

广州 3655.30 5505.36 3638.63 ／ 

天津 2827.04 2840.20 3132.22 ／ 

重庆 2907.48 4288.80 2412.84 ／ 

济南 2758.58 2214.03 1246.75 ／ 

贵阳 ／ 1477.42 ／ ／ 

合肥 ／ ／ 3757.60 ／ 

南京 ／ ／ ／ 2850.40 

苏州 4550.93 4716.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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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数据样本涵盖三到五年级的城市，也多数呈现这样

的趋势。上海的趋势变化较小，从 4227.10 元到 5128.80 元，

再到 5091.30 元，上涨 21.3%再下降 0.7%。广州和重庆样本中

这样的趋势更为明显，广州三年级 3655.30元，四年级 5505.36

元，五年级 3638.63 元，上涨 50.6%再下降 33.9%；重庆三年

级 2907.48 元，四年级 4288.8 元，五年级 2412.84 元，上涨

47.5%再下降 43.7%。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律？调研组通过个案追踪发现，这

主要是由祖辈的压岁钱额度的起伏造成的。一些接受访问的家

长表示，小学四年级以前，家里的老人更倾向于把孩子当小宝

贝宠着，无论是日常教养，还是在压岁钱乃至日常零用钱方面，

老人们都觉得孙辈还是小孩子，希望给孙辈更多的疼爱，在钱

方面出手都特别大方，宠溺的心态也较严重。而到了五年级的

时候，也就是小学高段，这时候孩子的年龄基本在 10 周岁以

上，已经跨入一个新的起点，不仅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孙辈的

父母，还是孩子自己本身，都会无形地让老人们意识到孩子已

经长大了，他们一般也就会理性些。 

那么到底通过少数个案访谈所得到的信息是否能够代表

大样本呢？调研组为了掌握更多的信息和证据，对搜集到的

1400 多分研究性作业——压岁钱收支表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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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学生压岁钱来源（单位：元） 

 
祖辈 父母 父母朋友 其他亲戚 

三年级 1595.07 702.47 569.26 1332.00 

四年级 1940.51 941.26 607.56 1339.64 

五年级 1271.34 720.65 575.48 1395.59 

 

 

 

数据交叉分析显示，在压岁钱来源方面，造成三、四、五

年级差异的主要是祖辈和父母所给予的压岁钱额度，其规律性

正如前文所提，先涨后降。尤其祖辈的压岁钱额度在这种趋势

上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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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压岁钱“限高”：学生存于心、家长难于行 

为了了解小学生压岁钱单笔收入现状，本次调研对小学生

单笔压岁钱设定了从“不足10元”到“5000元以上”9个等级。 

 

 等级 0 1 2 3 4 5 6 7 8 

北

京 

10 万以下 21.31% 22.95% 27.87% 19.67% 6.56% 1.64% 0.00% 0.00% 0.00% 

10-20 万 4.08% 30.61% 30.61% 20.41% 6.12% 6.12% 2.04% 0.00% 0.00% 

20-40 万 8% 16% 28% 28% 20% 0% 0% 0% 0% 

上

海 

10 万以下 11.92% 25.38% 31.15% 16.92% 10.00% 3.08% 1.15% 0.38% 0.00% 

10-20 万 12.04% 22.74% 28.43% 18.06% 10.37% 6.02% 2.01% 0.33% 0.00% 

20-40 万 9.80% 22.88% 24.84% 28.10% 10.46% 3.27% 0.00% 0.00% 0.65% 

广

州 

10 万以下 22.22% 26.67% 8.89% 22.22% 8.89% 11.11% 0.00% 0.00% 0.00% 

10-20 万 11.86% 18.64% 30.51% 16.95% 10.17% 8.47% 3.39% 0.00% 0.00% 

20-40 万 20% 23.33% 20% 23.33% 6.67% 3.33% 0.00% 0.00% 3.33% 

天

津 

10 万以下 13.07% 25.49% 23.53% 15.03% 10.46% 4.58% 5.23% 2.61% 0.00% 

10-20 万 16.49% 26.80% 24.74% 21.65% 8.25% 2.06% 0.00% 0.00% 0.00% 

20-40 万 6.45% 29.03% 48.39% 9.68% 3.23% 3.23% 0.00% 0.00% 0.00% 

重

庆 

10 万以下 6.12% 30.61% 26.53% 16.33% 8.16% 12.24% 0.00% 0.00% 0.00% 

10-20 万 11.63% 27.91% 18.60% 23.26% 13.95% 2.33% 0.00% 0.00% 2.33% 

20-40 万 8.70% 43.48% 13.04% 8.70% 21.74% 4.35% 0.00% 0.00% 0.00% 

济

南 

10 万以下 12.12% 19.70% 28.79% 19.70% 7.58% 7.58% 3.03% 1.52% 0.00% 

10-20 万 1.89% 28.30% 26.42% 20.75% 16.98% 5.66% 0.00% 0.00% 0.00% 

贵

阳 
10 万以下 9.09% 18.18% 21.21% 33.33% 6.06% 6.06% 0.00% 3.03% 3.03% 

合

肥 
10 万以下 4.35% 26.09% 34.78% 21.74% 8.70% 0.00% 4.35% 0.00% 0.00% 

南

京 

10 万以下 3.77% 39.62% 39.62% 7.55% 9.43% 0.00% 0.00% 0.00% 0.00% 

10-20 万 3.85% 26.92% 34.62% 23.08% 7.69% 3.85% 0.00% 0.00% 0.00% 

苏

州 

10 万以下 12.50% 21.88% 15.63% 25% 9.38% 15.63% 0.00% 0.00% 0.00% 

10-20 万 11.36% 20.45% 29.55% 25% 4.55% 6.82% 0.00% 2.2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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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笔压岁钱金额 级差 百分比 

101-300 元 0 10.5% 

1 28.4% 

2 25.6% 

3 19.7% 

4 9.3% 

5 4.9% 

6 1.3% 

7 .3% 

301-500 元 0 9.9% 

1 25.4% 

2 35.9% 

3 14.1% 

4 9.9% 

5 4.2% 

6 .7% 
 

 

在调研组在本次调研前期开展的文献调研中，曾注意2015

年春节前夕，媒体、微信都曾热议过一封题为“压岁钱:莫让

亲情成负担”的倡议信，之中提出让家长为孩子的压岁钱设置

一个上限，在超出部分予以退回。因此调研组就这一倡议的效

果也进行了调查。 

在调研组所访问的25例学生个案中，共有三名学生在2015

年主动发起了“限高”行动，有两人成功完成“限高”。当被

问及长辈坚持要给如何应对时，得到的回答是“多出来的钱我

不要，否则我就全不要”。而另一名“限高”未成功的学生，

则表示是父母耐不住爷爷奶奶的坚持，代为收下的。在对这三

例个案的访谈中还了解到，他们主要通过学校老师、家长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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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间的交流了解到“限高”这一倡议，周围也有部分同学曾说

过要在2015年春节对自己的压岁钱“限高”，但终因“家长不

支持”、“收到红包不好意思看，回家发现来不及还”、“父

母都给别人那么多了，不拿回来就亏了”等种种原因很少有人

能做到。 

调研组同时在2015年春节前，联系的四位称想要“限高”

的家长，在春节后的回访中发现，这四位家长无一能最终“限

高”成功。四位家长均反映是因为“人情关”难过，最难拒绝

的对象是孩子的祖辈，以及一些尚无子女的亲友。“他们钱都

拿出来了，孩子也拿手里了，最难退回去。退回去他们认为面

子难看。反而是一些已经有子女的亲友，大家商量好，也都没

有问题。” 

据此，调研组认为，压岁钱“限高”首先还要从孩子的认

识抓起，孩子不收压岁钱的“任性”或许更容易让成年人接受。

而从年后一些“孙辈嫌50元压岁钱少，将其退回”之类的新闻

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压岁钱的多少孩子们其实是最有“话语

权”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孩子们正确的认识钱、理解压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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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5 年小学生最大压岁钱红包来自谁？ 

根据 2014 年调研数据显示，小学生单笔最高的压岁钱有

超过 3/4 均出自祖辈之手。而在 2015年的调研中，调研组发

现祖辈给出最大一笔压岁钱的比例开始有所减少，比例降至

47.64%。而其他亲戚给出最大红包的比例出现明显增加，从

2014年的 4.78%激增至 29.65%。 

 

最大一笔压岁钱的来源 

 

祖辈 爸爸妈妈 其他亲戚 爸爸妈妈的朋友们 

北京 38.41% 14.57% 41.72% 5.30% 

上海 49.56% 19.55% 27.27% 3.61% 

广州 35.12% 30.36% 23.81% 10.71% 

天津 52.26% 18.4% 26.8% 2.6% 

重庆 36.51% 16.67% 41.27% 5.56% 

济南 55.56% 11.11% 31.94% 1.39% 

贵阳 32.00% 18.00% 48.00% 2.00% 

合肥 52.27% 11.36% 34.09% 2.27% 

南京 57.83% 14.46% 22.89% 4.82% 

苏州 53.19% 21.28% 25.53% .00% 

全国 47.64% 18.75% 29.65%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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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个案调研中抽取到的 5 名祖辈家长的访谈中发现，

有 2名祖辈家长提及在给孩子压岁钱的同时，也同时赠送给孩

子一些相关的礼品（包括电子产品、文具等），因此在实际给

出的现金压岁钱部分有所减少。其中一名非长期与孩子居中在

一起的祖辈家长说：“由于每年孩子拿到的压岁钱最终都是交

给父母处理，实际孩子可参与支配的钱基本没有，所以我在给

压岁钱的同时，还另外拿出一笔钱帮孩子买了不少礼物。”而

该名老人的孙子也表示，更喜欢收到祖辈赠送的压岁礼物。 

而我们也从个案访谈的家长处得知，多数亲戚在 2015 年

给出的压岁钱较 2014 年并未提高，有家长称“每年给的压岁

钱基本就是我给你，你给我，除非走的很近的亲戚，也不会随

便买礼物当压岁钱，所以不会有太多的变化。”由此可见本次

调研中部分祖辈主动降低压岁钱的金额，也是让孩子从其他亲

戚处获得最大单笔压岁钱概率增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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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压岁钱用途调查：交给父母仍是普遍处理方式 

新春期间，孩子们动辄收到成千上万的压岁钱，那么这些压岁钱

最终都到哪里去了呢？调研组通过抽样样本提交的研究性作业单发现，

在压岁钱的支出分配中，大部分城市排名前三的是交给父母、存银行

和和购文具。 

鉴于目前我国小学生实际拥有银行卡的人数并不多，因此调研组

就存银行的方式在个案访谈中进行了调查。 

压岁钱支出去向 

 

存银行 买玩具 购文具 交学费 慈善捐助 交给父母 旅游 

北京 21.05% 10.90% 18.80% 10.90% 9.77% 22.56% 6.02% 

上海 22.97% 10.50% 17.90% 12.77% 11.20% 18.37% 6.30% 

广州 22.54% 8.10% 20.07% 9.51% 14.79% 20.07% 4.93% 

天津 20.10% 10.29% 18.81% 12.06% 10.77% 21.86% 6.11% 

重庆 28.22% 10.37% 16.60% 12.45% 8.30% 19.50% 4.56% 

济南 20.78% 8.66% 21.65% 10.39% 8.66% 25.97% 3.90% 

贵阳 11.11% 12.50% 26.39% 22.22% 5.56% 20.83% 1.39% 

合肥 14.89% 10.64% 23.40% 9.57% 8.51% 27.66% 5.32% 

南京 22.58% 4.52% 20.65% 17.42% 6.45% 24.52% 3.87% 

苏州 27.53% 12.36% 15.73% 12.92% 5.06% 22.47% 3.93% 

全国 22.32% 10.08% 18.71% 12.42% 10.32% 20.58%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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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在所访谈的学生中，仅有3例个案表示存银行是拥有自

己的账户，在父母陪同和协助下参与将压岁钱存银行和对银行账户进

行管理，其余个案均表示所填写的“存银行”仅是父母告知他们的处

理方式，并无法确定压岁钱交给父母后，父母的具体管理和处理方式。

与之相类似的是选择“交学费”“旅游”的学生，其填写的“交学费”

“旅游”多数同样是父母告知他们的处理方式，很少有学生实际参与

相关的计划、规划中。综上，从全国平均数据来看，在本次调研中，

学生所受到的压岁钱，有60.89%最终的流向的是父母的口袋。而且学

生对于压岁钱的真实使用情况并不了解。 

从一些法律专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现象固然存在一些法律

上的问题。但从理财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乐观的发现，至少孩子

们还有39.11%的压岁钱可以用于支配，这也为提升孩子理财能力提供

了一些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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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压岁钱交给父母的认识 

虽然把压岁钱交给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或许有学生是处

于被迫，有学生是出于习惯。但是，既然压岁钱已经交给父母

了，那么在学生心里，认为父母会拿自己的压岁钱做什么呢？

近八成的学生认为父母拿了自己的压岁钱以后会存起来以后

给自己或用于帮自己交学费，较2014年略有提高。 

 

对把压岁钱交给父母的看法 

 

父母是帮我

存着，以后

会给我 

父母把压岁钱收起

来，是因为他们给了

别人的孩子压岁钱 

就应该交给

父母，让他们

用 

父母拿我的压

岁钱，是为了给

我交学费 

压岁钱不该

给父母，应该

我自己留着 

北京 56.77% 3.23% 14.19% 18.71% 7.10% 

上海 62.33% 2.82% 8.22% 20.00% 6.63% 

广州 58.33% 2.38% 9.52% 22.62% 7.14% 

天津 54.14% 2.87% 13.69% 21.34% 7.96% 

重庆 64.12% 3.05% 3.05% 26.72% 3.05% 

济南 57.82% 2.72% 10.88% 25.17% 3.40% 

贵阳 56.60% 5.66% 18.87% 16.98% 1.89% 

合肥 58.70% 6.52% 6.52% 17.39% 10.87% 

南京 53.57% 4.76% 5.95% 32.14% 3.57% 

苏州 63.00% .00% 4.00% 24.00% 9.00% 

全国 59.51% 2.93% 9.44% 21.71%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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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案调研中，无论是认为父母是帮自己存起来，还是认

为父母是拿自己钱交学费的学生，基本对于父母的安排都存认

同的态度。 

面对孩子们如此的信任，调研组就此问题对部分家长进行

了访谈。对于压岁钱，大多父母表示的确会要求孩子上缴或部

分上缴。很多家长均表示这一做法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孩子收到

的压岁钱金额比较大，孩子不具备管理和使用的能力。但在问

及既然孩子不具备相关能力，家长是否在相关能力上给予孩子

一些有益的指导时，多数家长会提到将一小部分压岁钱给孩子

自由支配，但基本没有提供有效的使用和管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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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对希望自己留着压岁钱的部分学生的分析中发现，

相较于其他学生，这些学生对于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的愿望最

为强烈。 

 

压岁钱上交父母态度—想有银行账户 

怎么看待压岁钱交给父母 想要有银行账户的意愿 

父母是帮我存着，以后会给我 2.74 

父母把压岁钱收起来，是因为他们给了别

人的孩子压岁钱 
2.77 

就应该交给父母，让他们用 2.30 

父母拿我的压岁钱，是为了给我交学费 2.64 

压岁钱不该给父母，应该我自己留着 3.33 

注：分数越高，意愿越强。 

 

由此可见，孩子希望自己掌握钱，管理钱的愿望，至少其

初衷还是希望能够具备相应的理财能力，有效的来管理钱，而

不是随便乱花。 

因此，调研组也希望如果家长们还在以孩子小，不懂管钱

为借口“没收”着孩子们的压岁钱的话，请务必自己先学会为

孩子建立一本压岁钱收支本，将每笔压岁钱都记录下来；又或

者，为孩子建立一个银行账户，与孩子共同管理这笔每年都会

收到的“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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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近三分之一的孩子，对于压岁钱的实际支配额度

为 0 

在搜集到的小学生研究性作业——2015年压岁钱收支表

中，我们将小学生收到的压岁钱总额减去支出中的存银行和交

给父母的额度，剩余的额度，我们权且当作都是小学生可以自

己做主分配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实际上，全国有30.29%

的孩子，在压岁钱存银行和上交后，手中并无任何支配额度。

而其他学生的支配额度也与上文所列的总收入额度相差甚多，

实际支配额度区间主要集中在500元以下，而非总收入中的

1001-3000元区间。在个案调研中，甚至有学生认为收压岁钱

是一种“我去拜年，父母赚钱”的“无偿劳动”。这样的情况

从数据来看，在苏州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小学生压岁钱总收入

平均数为4641.96元，仅次于上海，但实际上有40.79%的学生

其手中并无实质的压岁钱（扣掉存银行和给父母的钱之后，压

岁钱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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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实际支配额度 

 

0 元 1- 

100 元 

101- 

500 元 

501- 

1000

元 

1001- 

3000

元 

3001- 

5000

元 

5001- 

10000

元 

10001- 

20000

元 

20000

元以

上 

北京 31.68% 7.92% 16.83% 16.83% 15.84% 2.97% 4.95% 1.98% .99% 

上海 28.23% 7.58% 13.71% 14.19% 20.97% 6.29% 5.97% 1.77% 1.29% 

广州 29.46% 10.71% 19.64% 12.50% 19.64% 4.46% 2.68% .89% .00% 

天津 31.22% 10.86% 16.29% 13.12% 18.10% 3.62% 2.26% 1.81% 2.71% 

重庆 28.57% 14.29% 18.37% 8.16% 18.37% 6.12% 3.06% 2.04% 1.02% 

济南 38.46% 6.73% 13.46% 16.35% 21.15% 2.88% .00% .96% .00% 

贵阳 12.00% 32.00% 36.00% 8.00% 12.00% .00% .00% .00% .00% 

合肥 28.57% 9.52% 16.67% 11.90% 28.57% 2.385 2.38% .00% .00% 

南京 31.34% 10.45% 10.45% 13.43% 26.87% 5.97% 1.49% .00% .00% 

苏州 40.79% 3.95% 14.47% 9.21% 18.42% 5.26% 6.58% 1.32% .00% 

全国 30.29% 9.14% 15.42% 13.37% 20.12% 4.98% 4.09% 1.50% 1.09% 

 

 

 

在 2014 年的调研中，许多父母已经表示出压岁钱不变的

是钱，变的是味，家长压岁钱“回礼”的压力很大，凸显出对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济南贵阳合肥南京苏州

压岁钱实际支配额度

0元

1-100元

101-500元

501-1000

1001-3000元

3001-5000元

5001-10000元

10001-20000元

20000元以上



45 
 

当前压岁钱现象的指责和无奈表现。 

一边是给予压岁钱的长辈人情压力大，一边是接受压岁钱

的儿童实际上对压岁钱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支配权，而随着孩子

意识的提升，这几年关于“孩子向家长讨要压岁钱支配权”的

新闻也开始频现，处理不好的还导致亲子关系的紧张。 

关于压岁钱支配权和额度满意度，调研组在个案访谈中也

了解到如下一些事情。苏州的一位小朋友表示，哪怕自己收到

的压岁钱只有100元，但如果这100元属于自己支配管理，自己

就很高兴了。还有一位个案中的小朋友情况十分特殊，他的家

庭在上海属于中产阶级，但是他今年的压岁钱只有58元，他拿

这58元做了不同的事，给自己买了新文具30元，看到公益捐助

捐了5元，还有23元他存在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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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最喜欢的压岁礼物 

在我国的传统习俗层面，过年给孩子压岁钱已是一种文化

惯性。然而，作为成年人，我们往往会忽略孩子们真实的需求。

本次调研就小学生的真实意愿进行了调研。 

 

最希望收到的压岁礼物 

 

压岁钱 玩具 书籍 文具 电子设备 衣服 吃的 其他 

北京 11.92% 12.25% 25.50% 17.22% 15.23% 7.95% 6.95% 2.98% 

上海 15.33% 10.33% 28.16% 17.42% 11.61% 7.43% 5.87% 3.85% 

广州 14.64% 13.54% 28.73% 13.81% 14.09% 4.14% 8.56% 2.49% 

天津 13.08% 10.22% 27.42% 17.92% 15.59% 7.71% 4.84% 3.23% 

重庆 16.46% 9.28% 30.38% 15.19% 9.70% 8.44% 6.75% 3.80% 

济南 12.50% 8.00% 31.50% 21.50% 8.00% 5.00% 4.50% 9.00% 

贵阳 8.33% 10.71% 27.38% 14.29% 10.71% 14.29% 7.14% 7.14% 

合肥 13.16% 7.89% 23.68% 17.54% 19.30% 7.02% 10.53% 0.88% 

南京 17.39% 3.86% 15.94% 15.94% 20.77% 11.11% 13.04% 1.93% 

苏州 15.77% 8.71% 24.07% 18.26% 10.37% 10.37% 11.20% 1.24% 

全国 14.50% 10.06% 27.13% 17.12% 13.05% 7.66% 6.95%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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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整体数据可见，全国范围内 27.13%的学生认为，

书籍是 “压岁礼物”的最佳选择，其次是文具 17.12%。从城

市纬度来看，各地区学生的偏好除书籍、文具外，也存在一定

不同：南京、合肥的学生最喜欢收到电子产品作为压岁的礼物；

贵阳学生对压岁钱的需求最低。 

既然长辈选择用压岁礼物代替压岁钱来表达心意，那么在

选择礼物的时候，就该将“投其所好”作为最主要的标准。如

果用礼物能达到同样的“压岁”效果，又能更好的为晚辈所接

受，那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个案访谈中，我们也发现，部分学生认为收到压岁钱，

自己其实没有太多的可支配权。相比之下，压岁礼物是属于自

己的，那自然比收到压岁钱开心得多。为了验证这一情况，我

们还向一位家长进行了了解，该家长表示他的孩子会主动把压

岁钱交给他。结合两位的描述，不难发现把压岁钱交给父母是

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也许便是孩子更欢迎压岁礼物的原因。 

其实，压岁钱也可以作为礼物而存在。对于孩子而言，那

是一个可以自我规划金钱，进行自主消费的一次宝贵机会。家

长与其担心“孩子会不会乱花”“孩子会不会学坏”等问题，

不如在一旁给予他们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储蓄，如何计划，

如何消费。这些理财知识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理财习惯，对他

们而言也是一份宝贵的“压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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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财商能力堪忧，导致压岁钱支配权不足 

    在2015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压岁钱总额度较之2014

年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压岁钱额度还是远远高于一个孩子

所能承受的范围。在本次调查中，调研组发布的压岁钱研究性

作业——财商指标自评显示，我国小学生的财商意识和态度尚

可，但生活中的财商行为堪忧。 

本次调研列举了十项基本的日常财商技能，分别是：会不

会通过家务来赚取零花钱；会不会一没钱就问家长要；是否经

常记账；是否会经常觉得零花钱不够花；是否会在买东西前列

下要买的东西；是否会在买东西时进行价格比较；是否经常发

现买来的东西是自己用不到的；是否坚持存钱；是否觉得花父

母的钱天经地义；是否想要有自己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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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项基本的日常财商技能的态度 

 

家务

赚钱 

不会

没钱

就要 

记账

行为 

是否觉

得零花

钱不够 

列购

物清

单 

价格

比较 

是否会

买用不

到的 

存钱

习惯 

花父

母钱

态度 

想有

银行

账户 

财商

综合

分 

北京 2.34 4.76 2.27 4.71 2.17 3.67 4.61 3.69 4.74 2.58 3.55 

上海 2.42 4.75 2.23 4.73 2.45 3.72 4.65 3.70 4.77 2.81 3.63 

广州 2.21 4.76 2.28 4.71 2.11 3.82 4.65 3.86 4.78 2.65 3.59 

天津 2.06 4.62 2.12 4.76 2.35 3.40 4.58 3.60 4.77 2.42 3.49 

重庆 2.39 4.41 2.20 4.66 2.19 3.71 4.55 3.70 4.61 3.30 3.61 

济南 2.10 4.63 2.19 4.73 2.44 3.49 4.60 3.64 4.83 2.25 3.48 

贵阳 1.71 4.37 2.10 4.66 2.43 3.56 4.53 3.33 4.73 2.37 3.41 

合肥 2.48 4.62 2.17 4.40 2.33 3.67 4.53 3.80 4.80 3.28 3.62 

南京 2.40 4.62 2.54 4.45 2.72 4.07 4.48 3.77 4.72 3.21 3.72 

苏州 1.82 4.69 2.01 4.76 2.02 3.81 4.57 3.70 4.77 2.65 3.50 

全国 2.27 4.68 2.22 4.71 2.35 3.67 4.61 3.69 4.76 2.72 3.58 

注：分数越高，表示在该项体现的财商能力好，分数越低，表示不尽如人意。 

 

各城市小学生财商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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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项财商指标中，调研组发现全国小学生在关于钱的

意识和态度方面较佳，如不大会一没钱就问父母要，很少觉得

零花钱不够花，很少会买用不到的东西，也很少觉得花父母的

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和钱财处理相关的指标上——是否会

坚持记账，是否有意识通过家务赚取零花钱费用，是否会有存

钱的习惯以及是否有意识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保管钱——得

分甚弱。在个案追踪中，调研组也从家长那里了解到常有的态

度：“平时零花钱都乱花，哪敢把压岁钱给他那么多。”而在研

究性作业中我们也发现，即使有了规范的记账引导，也仅有

60%左右的小学生完成了记账。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调研组对研究性作业所呈现的和压岁

钱处理有关的财商能力（记账、列购物清单、比较价格和储蓄）

和实际支配额度以及实际压岁钱处理方式分别做了交叉分析。

通过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调研组发现，财商能力分数高的小

学生，相应地获得可支配收入额度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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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收入区间 交叉表 

 

  可支配收入区间 

合计 

  
0元 

1- 

100元 

101- 

500元 

501- 

1000元 

1001- 

3000元 

3001- 

5000元 

5001- 

10000元 

10001- 

20000元 

20000元

以上 

财商

分 

1.00 15 3 7 7 5 2 1 0 1 41 

2.00 90 17 36 29 47 8 5 2 2 236 

3.00 154 41 76 64 94 26 18 8 6 487 

4.00 99 50 64 60 94 24 21 6 5 423 

5.00 59 18 32 27 42 9 11 5 1 204 

合计 417 129 215 187 282 69 56 21 15 1391 

 

对称度量 

  值 渐进标准误差
a
 近似值 T

b
 近似值 Sig. 

按区间 Pearson 的 R .079 .027 2.964 .003
c
 

按顺序 Spearman 相关性 .086 .027 3.201 .001
c
 

有效案例中的 N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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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财商分不一样的小学生，在实际压岁钱处理方式上是否也会

有影响呢？调研组同样利用SPSS软件进行了交叉分析。 

 

压岁钱处理方式交叉制表 

压岁钱处理 
我会存一

部分下来 

统统交给

父母 

自己制定

一个计划

并实行 

自己留一

部分，其

余存起来

或交父母 

其他 

财商

分 

1 8.77% 49.12% 8.77% 17.54% 15.79% 

2 12.09% 48.67% 8.85% 20.06% 10.32% 

3 16.04% 44.18% 10.29% 18.61% 10.89% 

4 13.88% 37.19% 19.04% 20.11% 9.79% 

5 12.02% 36.82% 21.32% 21.32% 8.53% 

 

分析显示，财商分数高的学生，在实际压岁钱处理中，更少地将压

岁钱全部交给父母，而自己制定一个计划并实行的比例是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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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压岁钱倡议 

基于本次调研，调研组总结了本次调研的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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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小学生 

压岁钱倡议书 

亲爱的同学们：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每年春节，我们最期待的

便是从长辈手中接过那厚厚一叠的红包。压岁钱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

的一部分，也是长辈对我们的一份心意。可如今我们收到的红包虽然

是越来越鼓，但面对这越来越多的钱，却失去了当初的那份心情。我

们中的一些人把压岁钱用来打游戏，买零食，甚至请客吃饭。随着钱

的数额越来越多，压岁钱的用途也变得多种多样，不一会儿，我们便

发现手中的压岁钱已所剩不多。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合理地使用

压岁钱，在此，我们共同倡议： 

1. 向小伙伴、长辈和老师了解关于压岁钱起源的故事； 

2. 在收到大额压岁钱时，能够有勇气有智慧婉拒； 

3. 学习掌握记账技巧，记录压岁钱来源与支出； 

4. 与父母一起讨论压岁钱的处理，向父母学习钱的分配； 

5. 在父母陪同下开设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 

6. 以自己的理性用钱行为，向父母争取一定额度的压岁钱支配

权，并向父母用记账本报备 

让我们都积极行动起来，用好自己的压岁钱，逐步养成良好的金

钱观念和理财能力，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压岁钱文化做出自己的贡

献。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20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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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学生家长 

压岁钱倡议书 

尊敬的家长们： 

回想小时候我们收到压岁钱时的情景，那一份小小的红包，便足

以让我们兴奋半天。我们是不是会小心翼翼，精打细算，生怕一不小

心就把它给花的精光？压岁钱伴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不仅凝结了长辈

们的夙愿，也包含着我们对下一代的美好希冀。可如今，孩子们拿到

的红包早已厚过当初，同时还出现了攀比炫耀等现象。我们家长每年

最为烦恼的便是该发多少压岁钱才比较合适，这似乎已经偏离了压岁

钱原本存在的意义。为了下一代，我们是不是也该让压岁钱回归传统，

让孩子们重拾年味，同时培养孩子们的理财能力。为此让我们共同倡

议： 

1. 与朋辈之间约定压岁钱限高；对于不遵守限高规则的，由孩

子去婉拒； 

2. 与孩子沟通压岁钱用途/分配，让孩子参与压岁钱的处理； 

3. 给孩子一定比例的压岁钱，让他自己进行收支管理； 

4. 为压岁钱大额部分开设孩子自己的账户，带孩子一起去存，

并将收益部分转化成孩子可以支配的零用钱 

让我们行动起来，从小小的压岁钱开始，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文化

氛围和成长环境，帮助他们培养必需的理财技能和健康的金钱观。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20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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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大教育工作者 

压岁钱倡议书 

敬爱的老师们： 

我们当初在收到压岁钱时，耳边总能回响起长辈们的殷切叮咛。

他们会告诉我们，压岁钱是中华璀璨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古代先辈们

留下的智慧结晶，更代表了长辈们对我们深深的关爱和祝福。然而时

过境迁，如今的孩子在收到压岁钱时，长辈们的叮嘱已渐渐消失，而

这笔“飞来横财”的数额却又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变得不知所措，有

些同学甚至误入“歧途”的学会了胡乱消费。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应当提供指导和帮助，告诉他们压岁钱真正的意义和合理地用途。因

此，让我们一起倡议： 

1. 开展压岁钱主题班会，让孩子了解、分享有关压岁钱的文化

知识。 

2. 组织关于压岁钱的座谈会，邀请学生和家长共同讨论如何使

用压岁钱。 

3. .在新春佳节前，以教育者的身份发起家长压岁钱限高倡议书 

4. 教授孩子记账的技巧，鼓励孩子记录压岁钱收支情况。 

5. 指导孩子如何制定预算，并让他们尝试制定一份预算计划。 

我们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

将每一分钱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同学们更有效合理地使用压岁钱，

重拾压岁钱文化原本的魅力。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2014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