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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压岁钱”作为我国一个传统文化现象，已传承数千年。

“压岁钱”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安，

可以说，“压岁钱”就是个吉利钱，是春节时长辈对晚辈的一

份祝福。作为我国小学生每年可能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压岁

钱一直是广大学生、家长乃至社会的一个关注焦点，近年来有

不少个人和机构针对压岁钱这一契机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指

导，但是几乎所有的个人或机构都是从道理和做法的层面展开

教育，缺乏数据研究和理论的基础。

上海百特教育多年来致力于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一直秉

承专业严谨的学术态度开展各种形式的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

尤其重视有关我国青少年生活中的财经知识和技能的数据收

集和分析研究。通过和有关学术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的多方位合作，在花旗集

团基金会、VISA 等社会资源的帮助下，每年都开展青少年财

经能力的调查和研究，以及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的效果评估研

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我国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的空

白。

2017 年春节后上海百特教育“压岁钱现象”调研组再次

开展了本项调研，在全国 10 个城市针对一万名小学生展开了

调查。调查的结果揭示了我国小学生在压岁钱的获得和使用，

以及父母对于孩子压岁钱的使用等方面有不少新的趋势，更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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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我国小学生财经素养教育方面值得警示和改进的地方，为

社会各界未来有针对性地开展进一步的财经素养教育提供了

科学依据。 

本项调研属于上海百特教育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

新研究院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其成果将

免费向社会公开。我们深知本项调研成果只是诸多调查研究项

目中的一个，我国财经素养教育尚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我们期

待与社会各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去努力挖掘和发展，共同推

进我国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的发展，让更多的儿童和青少年拥

有更好的金钱观、价值观和财经素养能力，成就他们更好的未

来。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王胜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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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概况 

 

一、 研究目的 

1) 了解 2017年小学生压岁钱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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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素养教育的关注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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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南

京、成都、贵阳、苏州共 10 个城市。调研问卷以网络填写方

式进行，累计回收调研问卷 10172份，其中有效问卷 9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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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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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单个学校最高抽样率为 19%，最低抽样率为

8%。 

2) 个案抽样访谈。本次调研中在问卷基础之上，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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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形式进行了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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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无效问卷。本次调研将错答问题或在需填空问题中以

无意义字符替代、或在问卷中所设定的逻辑关系判断

题中存在明显前后逻辑矛盾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无

效问卷整体不列入数据分析范围。 

4) 有效问卷。本次调研将完整填写，并其所填写内容有

明确意义且不存在前后逻辑矛盾的问卷视为有效问卷。 

 

问卷样本回收情况 

 回收问卷数 有效问卷数 无效问卷数 

问卷 10172 9949 223 

 

 

 

 

98%

2%

有效问卷比例

有效问卷

无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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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样本结构 

样本年级分布 

 人数 百分比 

一年级 1398 14.05% 

二年级 1771 17.80% 

三年级 1629 16.37% 

四年级 2126 21.37% 

五年级 2077 20.88% 

六年级 948 9.53% 

合计 9949 100% 

 

 

 

  

14.05%

17.80%

16.37%21.37%

20.88%

9.53%

样本年级分布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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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家庭年收入分布 

 人数 百分比 

10万以下 4281 43.03% 

10-20万 3591 36.09% 

20-40万 1394 14.01% 

40-80万 447 4.49% 

80万以上 236 2.37% 

合计 9949 100% 

 

 

 

  

43.03%

36.09%

14.01%
4.49%2.37%

样本家庭年收入分布

10万以下

10-20万

20-40万

40-80万

8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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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对象城市分布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州 深圳 南京 成都 贵阳 苏州 

问卷

样本 

8.30% 18.00% 29.63% 16.35% 1.34% 2.23% 3.37% 6.33% 10.76% 3.70% 

 

四、 数据处理过程 

本次调研分为五个步骤：样本选取范围甄别、问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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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处理上，所有问卷通过网络调研并导

出问卷数据，进行数据清洗、逻辑判定，删除无效问卷，再转

入 SPSS17.0，运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频次分析和交叉分析。 

本调研中所涉及 2014年、2015年的对比数据，来源于本

调研组 2014年、2015年调研所得。 

8.30%

18.00%

29.63%

16.35%

1.34%
2.23%

3.37%

6.33%

10.76%
3.70%

样本城市分布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州

深圳

南京

成都

贵阳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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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分析 

一、98.95%的小学生在 2017 年收到了压岁钱，较

往年有所提高 

“压岁钱”作为我国一个传统文化现象，已传承数千年。

作为我国小学生每年可能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压岁钱一直是

广大学生、家长乃至社会的一个关注焦点。为了推动我国青少

年财经素养教育的持续发展，抓住压岁钱这一契机显得尤为重

要。 

2017年，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压岁钱现象调研组时隔

2年后重启了本项调研。调研组首先就小学生在 2017年春节

是否收到过压岁钱进行了调查。在开展调研的十个城市中，数

据显示 2017年春节有 98.95%的小学生收到压岁钱，较 2015

年 97.32%的数据有较大幅度提升。 

 

小学生收到压岁钱情况 

 收到压岁钱 没有收到压岁钱 

2017 年全国 98.95% 1.05% 

2015 年全国 97.32% 2.68% 

2014 年全国 98.4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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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本次调研的个案访谈中，调研组未抽得没有收到压

岁钱的学生样本，因此调研组无从判断 2017年小学生收到压

岁钱比例增高的具体原因。但以 2017年所抽取到的 2例个案

与 2015年抽取的 1例个案相对比，或可解释 2017年小学生收

到压岁钱比例增加的可能原因。 

在 2015年个案访谈中，调研组曾抽取到 1例个案因过年

未回老家，因此未像往年一样收到祖辈和亲友的压岁红包。而

在 2017年调研中同样有 2例个案在过年未回老家，但这 2名

学生均表示今年是通过微信红包收到了长辈给的压岁钱。 

 

 

  

98.95% 97.32% 98.44%

1.05% 2.68% 1.5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2017年 2015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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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红包已成为压岁钱的第二大发放形式，成年

人赞“限高”易，孩子们怕“变现”难 

随着手机、移动互联网及网络支付平台的普及，电子红包

即使在平时也经常是成年人互送祝福或娱乐的一种形式。这种

红包形式是否可能影响或替代传统的压岁钱发放形式呢？调

研组在本次调研中进行了调查。 

小学生收取压岁钱的主要形式 

 
现金 购物卡 

电子红包

（微信、

支付宝

等） 

实物礼品 其他 

北京 98.93% 1.48% 15.44% 10.74% 1.88% 

上海 98.57% 1.36% 11.78% 11.30% 2.59% 

天津 97.93% 1.88% 14.33% 10.08% 2.86% 

重庆 92.48% 2.45% 17.99% 16.52% 6.13% 

广州 81.82% 0.00% 27.27% 0.00% 9.09% 

深圳 96.00% 3.00% 47.50% 14.00% 8.50% 

南京 98.01% 0.99% 11.26% 9.60% 3.31% 

成都 97.54% 1.41% 17.78% 10.56% 3.87% 

贵阳 96.27% 0.93% 13.58% 12.33% 5.08% 

苏州 99.40% 1.20% 4.82% 10.24% 2.41% 

总体 97.13% 1.66% 14.98% 11.6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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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发现，压岁钱作为一种国人在春节的习俗，上门

拜年、亲手以现金形式交给孩子依然是压岁钱发放的主要形式。

而通过电子红包的形式发压岁钱，虽然占比不高，但已位居压

岁钱的次要发放形式。 

其中，深圳市的小学生收到过电子红包形式压岁钱的比例

最高，高达 47.50%，主要因为深圳作为有着“纯移民城市”

之称的城市，多数小学生父母都是后迁居深圳，在深圳以外城

市都有关系或血缘比较亲近的长辈或亲戚，这也使得在过年无

法见面时，更多的亲戚、长辈会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压岁钱。 

而对发压岁钱有着较为统一的发压岁钱规则的城市——

广州，更注重以钱的形式来送上祝福，因此在调查的压岁钱发

放形式上，没有学生收到过“购物卡”或“实物礼品”这种非

货币形式的压岁钱。 

97.13%

1.66%
14.98% 11.64%

3.66%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现金 购物卡 电子红包 实物礼品 其他

小学生收取压岁钱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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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调研中，调研组对于以电子货币发压岁钱分别对部

分家长与学生进行访谈，发现在成年人与孩子们的谈论中，对

于电子红包的褒贬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 

成年人以褒扬为主，称赞“限高”易 

主要观点： 

1、拜年辛苦度降低。让以前需要走南闯北才能拜完的年

和挨家挨户才能发完的压岁钱变得轻松。有些家长甚

至表示，过去即使拜年也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完成，

但有些不得不发的压岁钱还是要跟对方见面才行，电

子红包很好地解决了他们这一问题。 

2、压岁钱“限高”更易实现。认为以前过年发压岁钱会

有不知道发多少的茫然。而通过电子红包形式发压岁

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目前电子红包基本都有限

额，如微信红包限额 200元，虽然转账能够发更多，

但考虑到过年的氛围，还是以“红包”形式更好。直

接给对方发一个满额 200元的红包，既不丢脸，自己

钱包缩水也不严重。 

孩子们喜忧参半，称“变现”难 

主要观点： 

1、压岁钱收入笔数增加。认为过去过年，一些遇不到的

亲戚，现在有些也会通过电子红包的形式发压岁钱给

他们，让他们能有机会收到更多笔的压岁钱。 

2、父母收缴更容易，经常“根本拿不到”。调研中发现，

由于小学生在收电子红包时，多数是亲戚朋友直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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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支付平台发到父母的账号中，因此对孩子们来说收

压岁钱的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个案访谈中，

就有同学称：“过去压岁钱是长辈给我，我再交给父

母保管；而通过电子红包形式收的压岁钱，都是长辈

把钱直接给父母，我再去问父母要。以前钱先到我手

里，父母都要让我交给他们；现在钱直接到父母手里，

父母告诉我一下就结束了。问父母要，根本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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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岁钱绝对数保持增长，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多下

降，仅贵阳市呈现翻倍增长 

压岁钱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安。

可以说，“压岁钱”就是个吉利钱，是春节的一份祝福，一份

甜蜜。 

而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红包来去之间价码也水涨船

高。尤其在各路媒体和各大论坛、贴吧中，压岁钱似乎有了三

副“嘴脸”——年前“压力钱”，年中“压岁钱”，年后“造孽

钱”。 

调研组认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压岁钱额度日渐高涨，

涉及到多方经济利益造成的。距调研组上次调研已时隔两年，

2017 年小学生总计收到的压岁钱数到底涨了没有？涨了多少？

还是让数据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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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压岁钱总收入分布 

  
不足

100元 

101- 501- 1001- 3001- 5001- 10001- 20000 元以

上 500元 1000 元 3000 元 5000 元 10000 元 20000 元 

北京 

2017 1.07% 4.30% 8.86% 39.46% 23.22% 18.66% 3.2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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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1.16% 3.68% 7.69% 27.43% 23.89% 25.87% 8.65%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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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2017 1.66% 4.85% 11.17% 32.77% 26.00% 18.21% 4.3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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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62% 10.30% 15.62% 35.08% 17.50% 13.33% 3.92%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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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2017 1.67% 5.83% 14.17% 34.17% 25.83% 9.17% 4.1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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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2017 1.50% 8.50% 7.50% 34.00% 14.50% 20.50% 9.50% 4.00% 

南京 
2017 1.99% 6.62% 11.92% 36.75% 24.17% 14.90% 1.99%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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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7 2.11% 9.86% 19.19% 47.01% 13.38% 6.34% 1.58% 0.53% 

贵阳 
2017 2.07% 17.62% 21.66% 30.16% 13.47% 9.22% 3.73%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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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 
2017 0.00% 4.82% 8.43% 32.83% 20.78% 20.78% 9.94% 2.41% 

2015 1.00% 11.00% 9.00% 33.00% 17.00% 18.00% 7.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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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小学生压岁钱总收入历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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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各城市小学生压岁钱收入总额在

1001-3000元区间仍是最密集区，3001-5000元区间整体仍处

于次密集区，但在拥有和同比数据的城市中，3001-5000元区

间比例较 2015年、2014年已有明显的增加。而 501-1000元

区间已经从第三密集区退出，取而代之的是 5001-10000元区

间。由此可见 2017年小学生压岁钱收入总额整体处于逐步增

加中。 

同时，我们看到在总收入最高一档 20000元以上区间，

各城市比例多数呈现了下降态势，也提现了多数家长、长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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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压岁钱时的确正在逐步趋于理性。与之形成特例的是贵阳，

在2015年调研中贵阳没有一个样本压岁钱总额超过20000元，

而本次调研中 20000元以上比例高达 2.07%，居于所有城市中

的第四位。 

2017年各城市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收入（单位：元） 

  
2016 年各城市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元） 

2017 年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

收入（元） 
占比 

北京 57275 3922.15  6.85% 

上海 57692 5137.37  8.90% 

天津 37110 4012.28  10.81% 

重庆 29610 3466.19  11.71% 

广州 N/A 4153.75  N/A 

深圳 N/A 5105.00  N/A 

南京 49997.3 3558.94  7.12% 

成都 35902 2468.57  6.88% 

贵阳 29502 3024.09  10.25% 

苏州 54341 5097.29  9.38% 

[1] 以上 2016 年各城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金额均取自各城市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 

[2] 由于广州市、深圳市尚未公布 2016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金额，因此未纳入比对。 

 

6.85%
8.90%

10.81%
11.71%

7.12%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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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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以政府发布

的 2016 年各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参照值，将学生

收到的压岁钱总数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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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小学生压岁钱收入平均数，与 2016年各城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比。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在压岁钱收入绝对值上，前三位的分

别为上海、深圳、苏州。而在压岁钱占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例方面，重庆占比最高，为 11.71%，即一个小学生过年能收

到的压岁钱就相当于当地人均 1.4个月收入。紧随其后的依次

为天津占比 10.81%，贵阳 10.25%。 

相对占比较低的北京、成都、南京，其学生压岁钱收入则

相当于当地居民一天月 0.8月左右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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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与 2015 年各城市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收入对比 

  
2017 年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

收入（元） 

2015 年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

收入（元） 
增长 

北京 3922.15 3067.34 854.81 

上海 5137.37 4762.17 375.2 

天津 4012.28 2954.13 1058.15 

重庆 3466.19 3502.11 -35.92 

广州 4153.75 4131.48 22.27 

深圳 5105 N/A / 

南京 3558.94 2850.4 708.54 

成都 2468.57 N/A / 

贵阳 3024.09 1477.42 1546.67 

苏州 5097.29 4641.96 455.33 

 

 

通过与 2015年数据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2017年压岁

钱收入占当地可支配收入比例最高的重庆，实际在压岁钱绝对

值增长方面还是略有降低的。而绝对值增长最快的城市为贵阳，

两年来，压岁钱平均总收入的绝对值增长了一倍。绝对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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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的天津，两年来压岁钱平均总收入绝对值涨幅约为 36%。 

 

历年研究数据对比：压岁钱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南京 贵阳 苏州 

2014 年 7.79% 11.27% 11.48% 8.53% N/A N/A N/A 

2015 年 7.65% 9.98% 9.38% 13.93% 6.70% 5.92% 9.94% 

2017 年 6.85% 8.90% 10.81% 11.71% 7.12% 10.25% 9.38% 

 

通过与往年压岁钱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情

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多数城市还是处于下降通道内，仅贵阳、

天津与南京呈现了上涨的态势。 

通过与部分家长在关于压岁钱发放金额的问题研究中，我

们发现，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提升。在面向家长的调研中发现，

多数成年人对于压岁钱都有一个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划定的发

放压岁钱的心理额度区间。当自己收入稳定无跳跃式增长时，

一般不会突破这一额度范围，仅可能按照心理区间中的最高金

额给出压岁钱压岁钱。因此，多数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这一分母大幅增长和成年人给出压岁钱小幅增长导致了

压岁钱占比的减小。 

同时，学生家庭收入与其交往环境中其他家庭的收入对比

情况，也是可能影响成年人发出高额压岁钱的重要因素。在调

研中就有家长提出，当周围的亲戚收入都相对自己比较低，且

大家一致认可其比较“有钱”时，有些家长就会出于面子的原

因努力给出最多的压岁钱。这一说法我们也可以从贵阳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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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得到一定印证。贵阳虽然其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

但随着外出务工的家长增多，而主要务工地一般集中于经济较

发达地区，这些地区近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现大幅提升，使

其收入随之得到较大幅度提高，较本地家庭成员的收入差距更

大，因此也就更容易给出高额的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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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学生最多单笔压岁钱收入整体增高，5000 元

以上单笔压岁钱涨幅与所在城市经济状况成反比 

鉴于小学生的压岁钱总收入与家庭成员（如亲友人数等）、

家庭交际情况等有直接关联，为了对小学生压岁钱状况有更为

客观的分析，调研组对 2017年小学生单笔压岁钱的收入情况

进行了全面采样。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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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100

0 元 

1001-30

00 元 

3001-50

00 元 

5000

元以上 

北京 

2017 0.67% 0.13% 2.68% 12.89% 20.67% 37.05% 20.94% 2.42%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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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0.68% 0.34% 1.70% 8.30% 9.94% 34.72% 32.47% 6.40%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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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2017 1.09% 0.45% 2.67% 12.11% 14.90% 36.76% 25.24% 3.42% 3.35% 

201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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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0.82% 1.23% 3.35% 14.23% 19.05% 29.27% 22.89% 4.74% 4.42% 

2015 1.5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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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2017 0.71% 0.71% 17.14% 20.71% 10.71% 25.00% 3.57% 20.0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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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2017 0.00% 0.50% 3.50% 11.50% 12.00% 30.50% 26.00% 7.00% 9.00% 

南京 
2017 0.66% 0.66% 2.98% 14.90% 16.56% 34.44% 22.52% 3.97% 3.31% 

2015 0.00% 0.00% 3.45% 26.44% 26.44% 25.29% 16.09% 2.30% 0.00% 

成都 2017 1.06% 0.18% 5.46% 25.35% 23.59% 27.46% 14.44% 1.41% 1.06% 

贵阳 2017 0.41% 1.87% 8.39% 24.25% 19.90% 22.07% 14.61% 3.11%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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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00% 13.21% 24.53% 20.75% 20.75% 11.32% 5.66% 1.89% 1.89% 

苏州 
2017 0.00% 0.00% 1.81% 11.45% 6.33% 34.04% 31.93% 8.43% 6.02% 

2015 1.00% 0.00% 6.00% 12.00% 13.00% 28.00% 28.00% 4.00% 8.00% 

 

部分城市压岁钱单笔最多收入历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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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见，2017年小学生压岁钱单笔最高收

入仍主要集中在301元-3000元区间。但与2014年、2015年对比，

正趋于向501元-3000元区间集中。在参与调查的10个城市中，

除广州、贵阳、成都三个城市外，其余7个城市都有50%以上的

学生最高单笔压岁钱收入处于501元-3000元区间。 

在100元以下区间比例，各城市整体呈现下降走势，南京、

重庆在100元以下区间比例虽微有上升，但比例不高。 

在5000元以上这一最高值区间，整体与往年变化不大，各

有起伏，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寻。在经济越发达城市，似乎在5000

元以上这一高区间中约容易降低，如北京、上海、广州、苏州

都出现了降低。而次发达了天津、重庆则出现了小幅增长态势。 

而本次调研中经济最不发达的贵阳在5000元以上区间增

幅最大，占5.39%。在本次调研来说也仅次于深圳、苏州、上

海，居于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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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多单笔压岁钱仍主要出自祖辈，“常回家看看”

或能成为缓解的有效手段 

调研组通过个案调研及以本次研究中最多单笔压岁钱来

源分析了解，发现参与调研的贵阳学生中，父母、亲戚外出打

工的比较多，打工地主要集中于我国华南地区。随着近年来打

工收入的提高，虽然他们在当地多数仍处于收入偏低的人群，

但与家乡的收入对比已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由于长期外出不能

照顾子女，因此在过年时希望通过压岁钱的方式给予孩子补偿。

另一个因素是，部分与父母一起共同外出打工的亲戚同样拥有

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收入，又有着与父母同甘共苦的友谊，再

加上原本的亲情，不但更容易给出大额的压岁钱，且当孩子有

什么经济方面的要求时，向这些亲戚开口也更容易实现。 

通过最多单笔压岁钱来源分析的数据来看的确也显示出，

贵阳小学生最多单笔压岁钱主要来源于父母和其他亲戚，相比

于其他城市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分布。 

  

26 
 



最多单笔压岁钱来源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姥姥姥爷） 
其他亲戚 

爸爸妈妈

的朋友 

北京 16.51% 30.34% 28.32% 17.99% 6.85% 

上海 17.84% 30.63% 32.81% 14.84% 3.88% 

天津 15.50% 32.62% 35.33% 13.09% 3.46% 

重庆 18.81% 17.74% 25.10% 28.54% 9.81% 

广州 3.57% 30.71% 34.29% 22.14% 9.29% 

深圳 34.00% 19.50% 17.00% 24.50% 5.00% 

南京 19.21% 31.79% 25.83% 20.86% 2.32% 

成都 15.85% 21.83% 24.12% 28.35% 9.86% 

贵阳 20.10% 18.24% 21.66% 31.92% 8.08% 

苏州 19.58% 44.88% 23.80% 9.64% 2.11% 

 

 

 

深圳市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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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单笔最高

压岁钱的来源来看，最主要来源为父母，相较之下，比例远高

于其它城市。再结合个案调研发现，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其“纯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州 深圳 南京 成都 贵阳 苏州

2017年最多单笔压岁钱来源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其他亲戚

爸爸妈妈的朋友

27 
 



移民城市”的特征有紧密的关系。虽然春节团圆是我国的传统，

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每年过年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返乡。

于是在家乡的亲人就会通过父母、亲戚朋友将压岁钱转交给孩

子。而孩子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缺少了上门拜年的礼仪，再加

上远在异乡的亲戚们可能几年都不会见一次面，孩子根本记不

得具体的人，所以对具体谁发给他的压岁钱有时候并不能准确

的知道。结果就是张冠李戴，统一归为父母给的，或认为都是

某个他熟悉并帮忙代交压岁钱的亲戚给的。 

从整体上来看，最多单笔压岁钱来源主要依然是来自祖辈，

在参与调研的10个城市中，整体有57.09%的最大红包均出自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祖辈之手。苏州的祖辈给出的最大红包比

例达到最高的68.67%。而决定红包大小的关键因素则是“距离”，

距离越远的祖辈给出的压岁钱越多，相反平时接触多或生活在

一起的祖辈，往往并不会给出过于离谱的压岁钱，这更多还是

出于祖辈的补偿心理。 

而在其他亲戚和父母的朋友层面，重庆、成都的亲戚和父

母的朋友给出的最大红包数相比其他城市较高。究其原因还是

与当地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调研组在此引用一段个案访谈中

的学生叙述以作说明。该学生说：“过年，就是走走亲戚、打

打麻将。看到大人拜年，拿压岁钱。如果有大人麻将打得顺，

赢得多了，走的时候再包几个红包给我也不是不可能。” 

有鉴于此，调研组认为，从2014年至2017年，三次的压岁

钱调研来看，我们始终认为祖辈是推高压岁钱的“主力军”，

甚至在2014年调研中还引用了“黑手”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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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逆向思考，既然是那些不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的

祖辈、那些距离孩子最远的祖辈更容易给出高额的压岁钱，那

么是不是我们应该从自身、从孩子上去解决高额压岁钱的问题

呢？拜年、给压岁钱，其本意都是祝福，其产生与中国传统的

春节习俗有关。而祝福本身并没有时间限制，如果能让孩子们

能去看看老人，祖辈们给出高额压岁钱的问题是否就能有所缓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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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半数以上小学生所收到的最少单笔压岁钱在 51

元-300 元区间，较往年略有提升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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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10

00 元 

1001-3

000元 

3001-5

000元 

5000

元以上 

北京 

2017 3.89% 7.52% 31.01% 46.31% 5.91% 4.16% 1.07% 0.1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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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3.13% 6.06% 19.88% 47.65% 13.55% 7.15% 2.18% 0.27%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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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2017 5.15% 4.82% 25.32% 53.16% 5.42% 3.88% 1.47% 0.38%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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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9.16% 11.28% 27.88% 33.77% 8.67% 5.81% 2.13% 0.9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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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2017 33.57% 30.71% 4.29% 10.00% 12.86% 7.14% 1.4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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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2017 18.00% 22.50% 22.50% 21.00% 8.00% 2.00% 3.50% 0.50% 2.00% 

南京 
2017 5.96% 12.25% 32.12% 40.73% 5.30% 2.32% 0.99% 0.3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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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2017 4.93% 18.49% 37.32% 32.22% 3.17% 2.64% 0.88% 0.00% 0.35% 

贵阳 
2017 5.91% 18.65% 33.78% 27.46% 6.22% 4.25% 2.59% 0.73%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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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 
2017 2.41% 8.13% 24.40% 48.19% 9.34% 6.02% 1.20% 0.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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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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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小单笔压岁钱来看，2017年各城市最少单笔压岁钱主

要集中于51元-300元区间，除广州外，超过50%小学生最低单

笔压岁钱都处于此区间。 

广州依然是单笔最小压岁钱最多的城市，有超过有64.29%

的小学生有机会拿到50元以下压岁钱，较2015年的80.81%略有

下降。 

而相较于2014年和2015年，2017年单笔压岁钱收入情况与

有参照数据的城市对比来看，调研组认为2017年小学生压岁钱

单笔收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最少单笔压岁钱整体呈现提升状态，在有可参照值得

城市均出现整体上升。在50元以下区间，各城市比例

均出现明显下降。 

 在5000元以上区间，除贵阳外，多处于下降态势。而

关于贵阳5000元以上区间的原因，根据个案调研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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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基本与前节类似，因此不再作赘述。 

 在3001元-5000元区间，虽南京、贵阳、苏州呈上升态

势，但因往年所获取的数据为0，为避免因取样误差导

致的原因，因此调研组暂不作判断，留待之后的数据

比对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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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压岁钱平均总收入绝对值随家庭经济水平增长而

增加，个别城市涨幅值得关注 

在对于压岁钱增加的讨论中，我们总习惯归咎于生活水平

的提高，因此调研组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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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收入家庭-压岁钱平均总收入（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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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岁钱收

入平均 

2017 2547.43  4307.43  5628.29  6954.39  8563.37  

2015 2509.89 4113.38 4752.58 6559.39 7174.71 

涨幅 1.50% 4.72% 18.43% 6.02% 19.35% 

 

 

从整体来看，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收入水平的确与家庭经

济水平增长对应呈现正向增长。但我们通过 2017年与 2015

年的对比发现，在涨幅方面家庭年收入在 80万以上区间的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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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最高，20万-40万区间的涨幅次之，可见在压岁钱涨幅方面

与家庭总收入并无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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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797.73 3966.67 4982.12 7507.44 10331.56 

2015 1909.87 3179.57 4637 4726 2101 

涨幅 46.49% 24.75% 7.44% 58.85% 391.74% 

上海 

2017 3243.05 5310.54 6593.49 8437.55 6452.26 

2015 3076.16 5012.57 5495.73 6592.89 8328.09 

涨幅 5.43% 5.94% 19.97% 27.98% -22.52% 

天津 

2017 2818.78 4720.58 5504.84 6429.01 9446.44 

2015 2288.56 3664.84 2729.13 5135.8 7542.5 

涨幅 23.17% 28.81% 101.71% 25.18% 25.24% 

重庆 

2017 2293.07 3256.8 5145.82 5005.99 7828.33 

2015 2904.96 3543.02 3916.17 6007.13 3876 

涨幅 -21.06% -8.08% 31.40% -16.67% 101.97% 

广州 

2017 2912.33 4186.59 4952.15 7638.91 5698.26 

2015 2080.35 3672.19 4760.93 11773.36 5320.87 

涨幅 39.99% 14.01% 4.02% -35.12% 7.09% 

深圳 
2017 3183.33 4275.86 4854.52 5923.38 7708.83 

涨幅 / / / / / 

南京 

2017 2730.81 4044.8 5576.7 5000 / 

2015 2501 3163.93 5350.8 / / 

涨幅 9.19% 27.84% 4.22% / / 

成都 
2017 1845.85 2770.32 3590.35 6583.33 5166.67 

涨幅 / / / / / 

贵阳 

2017 1824.97 3573.82 5324.35 8458.39 10064.71 

2015 623.73 2655.55 3042.67 / 4751 

涨幅 192.59% 34.58% 74.99% / 111.84% 

苏州 

2017 2584.91 4150.66 6477.64 10736.95 9025.2 

2015 2778.27 4812.7 6775.83 3876 12375.5 

涨幅 -6.96% -13.76% -4.40% 177.01% -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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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城市数据来看，当家庭经济水平在 40万以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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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对比上海市不同年收入家庭间压岁钱平均

总收入，差距较小，纵向与 2015年数据对比，增长则较缓，

尤其是家庭收入在 80万以上的小学生，平均压岁钱总收入呈

现出明显的下降。 

而与上海地域上较近的苏州，在不同年收入家庭的对比中，

基本也呈现出与上海较为相似的状态：40万-80万年收入家庭

的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总收入水平最高。同时苏州也是唯一除

40万-80万区间以外其他区间均现下跌的城市，但在 40万-80

万区间，苏州小学生压岁钱平均收入水平最高。 

同样是邻近城市，北京家庭年收入 80万以上的小学生，

压岁钱涨幅最高，高达 391.74%且无论是涨幅还是绝对金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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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居于所以参与调查城市之首；而天津家庭年收入 20-40万区

间的小学生压岁钱涨幅最高。 

而在所调研的城市中，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最低的贵阳市，

学生压岁钱总收入整体涨幅最大。家庭年收入 10 万以下区间

涨幅高达 192.59%，几乎是 2015年的 3倍。家庭年收入 80万

以上这一调研中设定的最高区域，压岁钱总收入高达

10064.71 元，涨幅 111.84%，是 2015 年的 2 倍多，在所有参

与调研的城市中居于第二位，距排名第一的北京仅不到 300

元的差距。同时在 40 万-80 万区间，贵阳小学生的压岁钱收

入也高于多数其他参与调研的城市，甚至高于多数城市家庭收

入 80万元以上的小学生的压岁钱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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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超 6 成小学生不参与压岁钱管理/使用计划制定，

其余 4 成的计划中，课外辅导为最大支出 

在本次调研中，调研组调查了小学生是否就压岁钱的使用

和管理问题与父母共同制定过计划，并要求制定计划的学生列

出所制定计划的内容。 

是否与父母共同制定压岁钱管理/使用计划 

  有 没有 

整体 36.61% 63.39% 

 

 

数据显示，有 63.39%的学生并没有机会与父母共同制定

压岁钱的使用计划。根据个案访谈中显示，未制定计划的学生

家庭，在管理压岁钱的问题上，父母多采用“全额上缴”或“留

部分给孩子，剩余上缴”的方式来进行。 

36.61%

63.39%

是否与父母共同制定压岁钱

管理/使用计划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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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说明的是，在个案访谈中有学生提及过去并没有与

父母共同制定压岁钱使用计划的经历，今年如不是需要填写本

次调研的问卷，也不会有机会参与计划制定。因此，调研组猜

测，在未参与本次调研学生中，能够与家长共同就压岁钱的管

理使用进行计划的实际人数比例可能更少。 

在所提交的计划中，调研组对所计划的内容按人均分析。 

压岁钱管理/使用计划（人均） 

管理/使用内容 金额（元） 

银行储蓄 2335.94 

理财产品/投资 677.20 

人情交际 101.53 

课外辅导 617.07 

辅导教材 496.35 

玩具 86.55 

文具 114.44 

服装、鞋 570.81 

课外读物 152.05 

慈善捐助 80.84 

旅游 440.84 

其他 2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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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岁钱的管理中，储蓄和投资是所有家庭的首要选择。

而调研组通过抽取到的 2 名在计划中同时填写了“银行储蓄”

和“理财产品/投资”金额的学生个案了解到，他们都未能准

确的说出 2中管理方式的区别，并称父母未作仔细解释。 

而在所有的计划支出项中，“课外辅导”和“辅导材料”

两项用于课外学习的费用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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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财经素养教育如果只停留在金钱观、价值观层面，

并不能持续有效的综合提高财经素养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随着压岁钱额度的不断提高，小学生

所获取的压岁钱金额已远高于一个孩子管理金钱能力的范围。

本次调查中，调研组在问卷中设定了财商指标自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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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项基本的财经素养相关的能力与态度 

 

家务赚

钱 

不会没

钱就要 

记账行

为 

常觉得

钱不够 

列购物

清单 

价格比

较 

会买到

没用的

东西 

存钱习

惯 

花父母

钱是应

该的 

想有银

行账户 

综合评

分 

北京 1.86  4.40  1.47  4.83  2.21  2.83  4.17  3.13  3.98  2.43  3.13  

上海 2.04  4.50  2.37  4.81  2.51  4.21  4.53  3.21  3.91  3.21  3.53  

天津 1.90  4.46  1.60  4.80  2.30  2.94  4.21  3.27  4.04  2.53  3.21  

重庆 2.24  4.26  2.11  4.48  2.79  3.38  4.17  3.72  4.24  2.78  3.42  

广州 2.25  4.70  2.27  4.63  2.22  3.10  4.11  3.31  4.23  2.90  3.37  

深圳 2.45  4.47  2.43  4.41  2.87  4.05  4.25  3.25  4.38  3.36  3.59  

南京 2.16  4.49  1.57  4.77  2.64  3.40  4.23  3.31  4.22  2.65  3.34  

成都 2.26  4.21  1.86  4.64  2.50  3.15  4.18  3.39  4.09  2.77  3.30  

贵阳 2.19  3.94  2.06  4.49  2.74  3.31  4.18  3.62  4.30  2.77  3.36  

苏州 1.70  4.68  1.29  4.89  1.85  2.45  4.05  2.88  3.93  2.25  3.00  

全国 2.04  4.37  1.83  4.71  2.42  3.25  4.18  3.36  4.08  2.74  3.30  

注：以上分值满分5分。分值越高，表示在该项体现的财经素养越高，分值越低，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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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十项财经素养相关的指

标中，涉及“常觉得钱不够”、“花父母钱是应该的”等涉及意

识与态度的指标均较高。而与之相反的是，涉及“家务赚钱”、

“记账行为”、“列购物清单”等日常生活技能的能力水平均偏

低。小学生在态度与意识层面分值较高，这与我国学校长期抓

金钱观、价值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在调研组成员长期从事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的经历

中，长期会听到有人借用“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这

句话，来定义针对小学生的财经素养教育只要抓紧意识形态层

面的教育就足够了，而学生的财经技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

步提高。 

为此，调研组在本次调研中就不同年级学生的财经素养进

行了交叉分析对比。 

不同年级学生十项基本的财经素养相关的能力与态度 

年级 
家务赚

钱 

不会没

钱就要 

记账行

为 

常觉得

钱不够 

列购物

清单 

价格比

较 

会买到

没用的

东西 

存钱习

惯 

花父母

钱是应

该的 

想有银

行账户 

综合评

分 

一 1.71  4.58  1.29  4.82  1.81  2.60  4.16  2.91  3.88  2.26  3.00  

二 1.95  4.46  1.52  4.76  2.05  2.93  4.16  3.22  4.00  2.46  3.15  

三 2.03  4.38  1.63  4.74  2.27  3.16  4.08  3.32  4.00  2.64  3.22  

四 2.12  4.33  1.83  4.71  2.63  3.38  4.22  3.49  4.08  2.76  3.36  

五 2.25  4.25  2.05  4.62  2.85  3.61  4.23  3.60  4.29  2.80  3.45  

六 2.10  4.22  2.12  4.57  2.83  3.57  4.18  3.57  4.25  2.92  3.43  

注：以上分值满分5分。分值越高，表示在该项体现的财经素养越高，分值越低，则相反。 

通过对比可见，在财经素养综合评分层面的确基本呈现了

多数人所猜想，分值随学生年龄增长而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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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生六年级的时候，综合评分出现了微降。细看其中的各

项指标，我们会发现，当学生在六年级时，几乎让我们引以为

豪的意识、态度类的指标都是在下降的。而“列购物清单”、

“价格比较”“存钱习惯”等涉及行为、习惯的指标也没有呈

现增长，也是同步在下降。 

尤其应该值得注意的是，“花父母钱是应该的”和“不会

没钱就要”这两项对应的指标。前者为意识与态度指标，后者

为行为指标。我们会发现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前者的意识

与态度仍不停的在提高，但后者产生的行为能力却逐年在递减。 

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我们遗漏了什么？或学生的成长过程

中多出了什么？调研组认为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必然会更多

的面对生活、学习和社会中更多的物质诱惑，缺少的则是更多

财经素养综合能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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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同等条件下高收入家庭学生财经素养分值更高，

财经素养教育绝对不应是贵族教育 

当前社会中一个特殊人群被称之为“富二代”，虽然其中

不乏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代表，但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只要

提到“富二代”这个词，就会潜意识的将其与“纨绔子弟”、

“败家子”划上等号。这样一群人开豪车、买豪宅在常人眼中

固然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也会认为他们因为太有钱所以并不需

要懂钱。 

而调研组成员在推进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的过程中，还听

到过另一种论断，认为家庭条件越差对钱就会越重视，所以财

经素养就会越高，而越有钱就会越不把钱当回事，财经素养就

越低，相应的才需要加强教育。 

就是，调研组也进行了交叉比对。 

  

44 
 



不同年收入家庭学生十项基本的财经素养相关的能力与态度 

 

家务赚

钱 

不会没

钱就要 

记账行

为 

常觉得

钱不够 

列购物

清单 

价格比

较 

会买到

没用的

东西 

存钱习

惯 

花父母

钱是应

该的 

想有银

行账户 

综合评

分 

10 万

以下 
1.99  4.31  1.66  4.68  2.41  3.05  4.24  3.34  4.18  2.53  3.24  

10- 

20 万 
2.04  4.35  1.72  4.75  2.40  3.10  4.15  3.35  4.01  2.65  3.25  

20- 

40 万 
2.10  4.36  1.76  4.72  2.41  3.14  4.07  3.37  3.96  2.80  3.27  

40- 

80 万 
2.30  4.38  1.91  4.66  2.58  3.21  4.10  3.51  4.14  2.88  3.37  

80 万

以上 
2.26  4.43  2.32  4.52  2.61  3.31  4.13  3.68  4.07  3.07  3.44  

注：以上分值满分5分。分值越高，表示在该项体现的财经素养越高，分值越低，则相反。 

在比对后发现，那些涉及到财经素养意识层面的分值，各

不同收入家庭中的学生并未呈现很规律的差异，因为这部分在

家庭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较多的学校教育影响，而在公

平的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是不会根据家庭条件来做区分的。 

相反的是，我们在多数涉及行为的指标中发现家庭收入水

平越高，财经素养分值越高。比如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在购买

商品时越习惯于进行价格比较、在日常消费中越习惯于记账和

列出购物清单、当有钱了以后也越习惯于储蓄。同时，在获取

金钱的方式上，也越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做家务赚钱。而来

自相对较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行为层面仅“会买到没用的东

西”一项占有优势。 

在个案访谈中我们也抽取到 3 例 40-80 万及 80 万以上收

入家庭的学生，结合我们多年来从事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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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高收入家庭案例发现，这一差异的产生并非完全来源于教

育，更多的来自于家长平日的习惯。 

有专家曾与本调研组某位成员提及“穷人与富人的差异”

问题。当然，这里用“穷人”与“富人”来定位不同收入家庭

并不合适，这不是调研组的真实本意，只是真实还原。这名专

家说：“穷人与富人根本的差异，并不是钱多与钱少的差异，

而是对金钱态度与行为的差异。穷人认为钱就是生活，所以在

消费时追求的时相对低价，在赚钱时追求的是够用；而富人认

为钱等于资本，所以在消费时候追求的是绝对低价，在赚钱时

期望的时利润最大化。”可能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孩

子在平时耳濡目染，形成了对钱的不同观点。虽然意识层面差

异因人而异，而在行为与习惯层面却显现出来的规律。 

我们固然没办法让教育使得某个学生及其家庭变得有钱，

但我们却可以让他们掌握有钱人的思维与习惯。那些可以因教

育改善甚至改变的东西，不正是我们教育所追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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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财经素养教育未普及的当下，家庭对青少年

财商素养的影响至关重要 

社会普遍认为当小学生收到高额压岁钱时，将压岁钱由父

母保管或处理并不是太难理解。那么在小学生眼中，对于将压

岁钱交给父母的看法是怎样呢？ 

小学生对于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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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 63.09% 3.86% 8.64% 18.66% 5.75% 

 

 

基于数据显示，多数小学生相信父母会将压岁钱为其保留。

居于第二位的是相信压岁钱会用于自己，而有 8.64%的小学生

认为应该交给父母使用。 

63.09%3.86%

8.64%

18.66% 5.75%

对于压岁钱交给父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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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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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可以看到有部分小学生在压岁钱的管理和使用上

其实存在着期望，希望压岁钱直接给自己管理和使用。 

在不同认知的小学生中，是否具备了与其相匹配的财经素

养呢？ 

对于将压岁钱交给父母具有不同认识的学生十项基本的财经

素养相关的能力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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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务赚钱 2.06  1.98  1.98  2.03  1.98  

不会没钱

就要 
4.37  4.30  4.49  4.42  4.06  

记账行为 1.74  1.85  1.60  1.66  1.89  

常觉得零

花钱不够 
4.73  4.63  4.76  4.73  4.36  

列购物清

单 
2.41  2.46  2.37  2.48  2.38  

价格比较 3.05  3.16  3.09  3.11  2.98  

是否会买

用不到的

东西 

4.17  4.08  4.28  4.23  3.99  

存钱习惯 3.42  3.25  3.08  3.28  3.44  

花父母钱

态度 
4.08  4.00  4.18  4.19  3.74  

想有银行

账户 
2.71  2.58  2.22  2.49  3.08  

综合评分 3.27  3.23  3.20  3.26  3.19  

结果很显然，在盲目认为压岁钱应该归自己管理和使用的

学生中，其财经素养的综合评分最低。这部分学生所显示的特

征是购买商品没有计划、如果没钱了就会习惯性向家长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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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花父母的钱天经地义、在购买商品时不会进行价格的比较，

且最容易购买到自己不需要的商品。虽然在“想有银行账户”

一项中显示出自我管理压岁钱的欲望最强烈，但他们显然更缺

乏对于金钱的管理能力。 

而在完全信任家长，选择“父母是帮我存着，以后会给我”

一项的学生中，其实背后隐含的自我管理金钱的欲望同样强烈，

而具体到各项指标，他们体现则是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

取金钱。而在其他指标上，这类学生的财经素养相对偏高。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生财经素养的培育与

家长的引导密切相关，至少在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尚不普及的

情况下，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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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让小学生拥有压岁钱自主管理权有利于推动小

学生财经素养的提升 

储蓄作为中国人最普遍的资金管理模式，在压岁钱的管理

中，到底为什么要储蓄？广大小学生更希望通过储蓄获得什

么？ 

将压岁钱存进银行的认识 

  
保证财产安

全 
可以有利息 

可以降低无

节制的消费 

养成良好的储蓄

习惯 

全部交给父母 20.09% 6.15% 7.05% 66.72% 

可以自己花一

部分买东西，其

他交给父母 

17.30% 7.39% 9.14% 66.17% 

可以自己存一

部分，其他交给

父母 

28.84% 10.24% 5.88% 55.05% 

可以自己制定

计划并执行 
21.59% 7.16% 8.05% 63.20% 

其他 27.23% 13.27% 5.49% 54.00% 

通过本次调研看到，在自己全部或部分压岁钱交给父母的

学生中，更看重储蓄习惯的养成。在个案访谈中也了解到，其

背后隐藏的是小学生希望能通过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够将钱存

下来而获取更多资金的自我管理权。 

而在已经掌握部分或全部压岁钱计划与管理权的学生中，

部分掌握管理权（选择“可以自己存一部分，其他交给父母”

选项的学生）的学生，在养成储蓄习惯选项之外，更注重于“保

证财产安全”。根据个案访谈的情况得知，两者所不同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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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掌握管理权的学生所担心的是所掌握的管理权被父母剥

夺，而完全拥有压岁钱计划于管理权的同学则希望能积累更多

的财富以用于未来自己想要购买的商品或用于未来的生活。 

 

拥有不同压岁钱管理权的学生十项基本的财经素养相关的能

力与态度 

 
全部交给父母 

可以自己花一

部分买东西，其

他交给父母 

可以自己存一

部分，其他交给

父母 

可以自己制定

计划并执行 
其他 

家务赚钱 1.93  2.16  2.07  2.28  1.92  

不会没钱

就要 
4.45  4.24  4.30  4.42  4.35  

记账行为 1.50  1.81  1.87  2.20  1.83  

常觉得零

花钱不够 
4.78  4.67  4.64  4.69  4.53  

列购物清

单 
2.19  2.53  2.40  2.97  2.40  

价格比较 2.88  3.17  3.20  3.37  3.17  

是否会买

用不到的

东西 

4.19  4.12  4.18  4.25  4.12  

存钱习惯 3.11  3.28  3.51  3.75  3.55  

花父母钱

态度 
4.07  4.02  4.12  4.20  4.10  

想有银行

账户 
2.40  2.77  2.83  2.98  2.85  

综合评分 3.15  3.28  3.31  3.51  3.28  

而从拥有不同压岁钱管理权的学生在财经素养的评分来

看，我们会发现用用压岁钱管理权越多的学生，在财经素养的

评分中分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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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项分析，我们的确可以推论，财经素养的提升不仅

需要在意识和理论层面培养，更离不开在实践层面的引导与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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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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智慧地婉拒； 

3. 学习掌握记账技巧，记录压岁钱来源与支出； 

4. 多去关心祖辈，争取在父母的陪伴下多去祖辈家中走走； 

5. 与父母一起讨论压岁钱的处理，向父母学习钱的分配； 

6. 在父母陪同下开设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 

7. 以自己理性用钱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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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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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难拒，压岁钱限高可以尝试与孩子进行约定，高出标准

的部分让孩子上缴，剩余部分尝试给孩子更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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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或每月减少一次课外补习，带着孩子去爸妈家走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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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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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节前后开展一次压岁钱主题班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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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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