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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进入11月，大学新生也逐渐适应了象牙
塔生活。
社交平台、新生群里，“大学生活费给多少

合适”的讨论，依旧热烈。不少学生分享了自
己的生活费数额，有的学生晒出至少2500元
每月的生活费；也有不少学生表示，自己1200

元一个月也能过。除了吃饭，社交也占据了“Z

世代”生活费的不小比例。
“父母到底该给上大学的孩子每个月多少

生活费，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永远不可
能‘整齐划一’。”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
院党委副书记张亚琼有着丰富的学生工作经
验，在她看来，每月的生活费，是大学生自行规
划支出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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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上海交通大学面向刚入学的本硕

博新生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新生每

月生活费预算总体呈正态分布，主要集中在1000

元-3000元之间；每月生活费预算在1500元-2000

元的学生相对最多，占总人数的30%以上；每月生

活费预算在2000元-2500元的学生占总人数约

23%，2500元-3000元的占比15.7%，3000元以上

约占比7.8%。

非常具有当下时代特点的消费行为是，有

57.1%的新生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辅助学

习和生活，这些学生中有近20%选择为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付费，他们通常愿意支付每月40元以

内购买平台会员。

调查还显示，71.9%的学生认为“金钱不是衡

量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75.9%的学生对“网贷”

和“信用卡”消费持拒绝态度；84.8%的学生都没有

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在随意的消费行为之

上；76.1%的学生坚持冷静客观的消费理念，即按

需要和按能力安排学习生活支出。

上海交大学生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新生个人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对大学

生活期待等方面，旨在全方面建立新生群体画

像，为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校园生活提供参

考依据。

记者注意到，相关市场研究机构也发布了

《2024年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研究报

告》，在1300余个大学生样本中，34.3%的大学生月

均收入在1000元-1500元之间；41.1%的大学生月

均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17.1%的大学生月

均收入在2001元-3000元之间。

上海电机学院电气学院辅导员岳宁有着十

年的高校辅导员工作经历。今年，他带的班级

“横跨”大一到大四。他告诉记者，经过排摸，学

生生活费普遍在1000元以上，主要区间大概在

1500-2500元；学生的开销中，饮食方面是“大

头”，占比约六成；给生活费的方式上，一月一给

的是主流，也有一学期一给的，还有一些“花完了

就管家长要”。

更多关注“花哪儿了”
2006年考入大学的岳宁，是位“80后”。

在他的记忆里，新千年之后的大学生，生活费标

准开始有了明显的提高，同学聚餐、人际交往都

是花钱的理由，自己当时每月的生活费是六七

百元。

2013年迈入大学校门的“90后”小唐，如今已

在职场“摸爬滚打”快8年了，他记得自己当年生活

费的“基本盘”是1200元。偶尔遇上“花超”了的时

候，再开口向父母要，“头几个月花费都比较少，刚

开学很多东西都是从家里带去的。后来和同学们

熟络了，社交活动

多起来了，生活费

常常还没到月末就

已经花完了。”

岳宁分析说，

“00后”大学生在消费的自我决策方面更有内驱

力，在电子产品时代，他们能够接收、筛选来自各

方面的信息，并自己做出评判。

“目前在校大学生多数是在2001年至2006年

间出生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时代的快速发展密

切相关，消费内容更多倾向于网购、外卖、直播带

货类型；在网络产品、游戏、演唱会等提供精神满

足等方面也愿意花费更多。”岳老师表示，“‘Z世

代’不会盲目追求某一名牌品牌，更看重实用价

值，具有理性消费意识；有意思的是，二手市场也

体现出一定的受欢迎程度。”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党委副书记张

亚琼认为，与其讨论大学生每月多少生活费，纠结

是否该有一个“参考值”，倒不如更多关注一下这

笔钱“花哪儿了”——到底属于基本需要、合理

扩展还是攀比消费？

“大学学习知识是一方面，培养财商也是一门

‘必修课’。学会谋划自己的生活，靠自己的摸索

学会花钱、赚钱，也是生活技能。”张亚琼说，“用流

行话来说，给多少生活费‘丰俭由人’。如果大学

生本人的消费观是正确、合理的，在基本生活以外

需要有一些适当的拓展消费，那么家长完全可以

根据家庭状况按需供给。”

岳宁补充说，高校辅导员会通过主题班会、

走访宿舍、谈心谈话等形式引导大学生理性消

费、适度消费并培养理财意识。当大学生们学会

理性消费，迈向独立生活，并最终价值观成熟，

“大学生生活费应该多少”话题的讨论，也就有了

意义。

生活在临港，上海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大二的王晓东每月生活费控制在1100元－

1400元之间。他的一日三餐基本在学校食堂解

决，生活支出的50%－60%是餐费。小王每周利

用课余时间参加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工作，

还能获得两三百元的收入。“我还是比较注意省

钱的，在临港生活开销也比市区要低一些。”小王

坦言，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自己节约一些、独立一

些也能为家里减轻负担。每个月，小王会将生活

费结余存进银行，计划在假期兼职赚钱，为自己

存下第一笔“人生启动资金”。“计划先攒个六七

千，到大四毕业的时候能有个接近2万元，到时候

实习、考研、找工作或是创业，都会需要一点资金

支持。”

同样是大二，上海财经大学高靖凯每月生活

费为2500元，其中家里给2000元，自己通过学校

的学生助理岗位赚500元左右。生活费中最大头

的开销同样是餐费——需要1500元左右，正餐经

常叫外卖，平均每餐20元-30元。剩下的1000元，

高靖凯分为出行和娱乐开销，以及机动经费。“多

的时候就存起来，有时候用来支持聚餐等社交开

销。”小高觉得，相比大二，大一的开销更多，除了

要在大学的新学期采购必需品之外，还有不少钱

花在了认识新朋友、新社团、新部门的团建聚会

上。这些聚餐常常以AA制形式分担餐费，但如果

密集到一周超过两次，他也会感到有些压力，会酌

情考虑避免不必要的聚会。

对于消费观念，小高觉得上大学之后自己

成长了不少，周围的同学也都比较务实。大家会

在促销的时候采买生活用品，会在娱乐方面克制

自己，尽量理性开销；对于能够自主支配的压岁

钱，经济社会学专业的小高会用来购买风险低的

稳健型理财。

上海小囡陈永琦是上海海洋大学2024级本科

新生，她的父母每月给她2500元生活费。开学有

些日子了，她觉得每天的固定开销在35元-40元

间。剩下的钱，她会用在社交、美妆和自己的兴趣

爱好上。在前往大学报到前的暑期中，她通过在

剧本杀兼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6000多

元，为自己添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大学期间，如

果学有余力，也会考虑兼职。”

树立承担责任的意识
在采访中，

多位辅导员向记者

传递这样一种理

念：上大学的孩子

大多已经18岁了，

但毕竟没有稳定的

收入来源，父母给

他们生活费，也是

一种责任。但作为

大学生本人，也应该树立起一种慢慢承担部分责

任和义务、减轻家庭负担的意识。辅导员们介绍，

大学校园里，年轻人有不少机会得到一份“额外收

入”——奖学金、兼职赚钱等。

在上海交通大学，新生家访“助飞计划”已开展

了13年，结合新生提供的材料，通过家访的形式了

解学生真实家庭情况、成长环境，实现家庭经济情

况精准认定和精准资助。家访中发现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的新生，上海交大会在新生入学前发放迎新

锦囊，解决新生上学的衣食住行问题，协助其申请

绿色通道入学。截至今年，“助飞计划”已实地走访

了1.5万余名新生，发放新生入学资助600多万元。

学校鼓励大学生们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以

勤工助学的方式实现经济独立。上海交大学生处

透露，学校每年开设勤工助学岗位770余个，提供

公共服务的图书馆助管岗位、博物馆纪念馆的讲

解员岗位、运用所学知识帮助同学共同提高的

学业辅导岗位等。

勤工助学的核心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

得报酬，实现经济自立、品格自强。因此，勤助本

身也是育人的过程。上海交大通过“慕课”线上平

台，让学生能够灵活地参加上岗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通过培训考核的学生获得上岗证，也就具备

了上手适应工作岗位的基础能力。记者在“好大

学在线”平台上看到，上海交大勤助培训项目包含

视频剪辑、PPT美化、Excel数据分析、求职能力提

升等多门实用的技能类课程，目前有5000余名学

生完成能力提升课程，已有1万余名学生通过上岗

培训顺利上岗。

■“Z世代”消费更看重实用价值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学生的开销
中，饮食是“

大头”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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