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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科技發展，市民可進行投資的渠道日益增加，有買賣投資產品的青年比例亦有所上升。根據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下稱投委會）2021年的《金融理財知識和能力研究》調查所得的
數據，有22%的18歲或以上的受訪學生持有投資產品，較2019年的2%大幅上升。儘管更多
的大專學生對投資感興趣，然而目前香港鮮有與這批學生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相關的研究。
在缺乏數據的情況下，大專院校難以按照他們的能力和需要設計適合他們的理財課程，影響
現有課程的效果，以致未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理財知識和態度。

為更詳盡地了解香港大專學生的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MWYO青年辦公室於2022年8月至
11月，透過8間大專院校向其學生派發問卷，共收回1,682份有效問卷（包括711位大學生及
971位專上學生）。

研究重點：

一）大專學生理財能力較低

受訪學生的平均理財能力分數為12.7分（滿分為21分），反映他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
不少改善空間（表1）。與投委會2021年所得的數據相比，這次受訪學生的理財知識及行為
分數均下降，但理財態度分數卻有所上升。這代表大專學生變得更注重長遠理財規劃，但未必
有足夠的知識讓他們採取正確的行動以實現其長遠理財目標。

此外，我們發現修讀商業類科目（如經濟、會計、商業管理等）的學生理財知識水平顯著高於
修讀非商業類科目的學生，但兩者的理財行為及態度分數未出現顯著差別。這反映商業類科目的
課程内容雖有助增加學生的理財知識，但知識的增加並未改變他們的理財行為及態度，驅使
他們更審慎地處理個人財務。

本研究中有27.1%的受訪學生持有投資產品，而這些學生在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三個方面的
分數均顯著高於未有持有投資產品的學生，足見實際經驗讓學生更直接地感受到投資帶來的
風險與回報，除了能夠增加其知識水平，更有助其認識理財時的注意事項（如仔細閲讀產品
簡介），令其培養正確的理財行為及態度。

1.	1.	 香港大專學生理財能力	香港大專學生理財能力	及及										 											 	
	 投資模式研究摘要	 投資模式研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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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受訪學生的理財能力分數

所有學生
(n=1,682)

商業類科目
學生

(n=537)

非商業類科目
學生

(n=1,145)

持有投資產品
學生

(n=455)

沒有持有投資
產品學生
(n=1,227)

理財能力分數
(21分滿分)

12.7 13.1 12.5* 13.9 12.2#

理財知識分數
(7分滿分)

5.5 5.8 5.4* 5.9 5.4#

理財行為分數
(9分滿分)

4.1 4.2 4.1 4.9 3.8#

理財態度分數
(5分滿分)

3.0 3.0 3.0 3.1 3.0#

備註：*分數與商業類科目學生呈統計學上顯著差別（p<0.01）。
         #分數與持有投資產品學生呈統計學上顯著差別（p<0.01）。

二）受訪學生普遍自評對投資產品認識不足

本研究發現在七個常見投資產品類別中，受訪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對其認識不足。即使是近期
較多新聞提及的加密貨幣或非同質化代幣（NFT），亦只有5.7% 的受訪學生覺得自己已對其
有足夠的認識（表2）。學生最希望了解更多的產品類別分別為股票（72.4%）、基金（65.8%)
和債券（62.0%），這或與他們較多購買這幾類產品有關（表3）。

表2：受訪學生對不同投資產品產品的認識程度

產品類別

認為自己。。。的學生百分比（n=1,682)

對產品沒有
認識，亦不想
了解更多

對產品沒有
認識，但有興趣
了解更多

對產品有認識，
但有興趣了解
更多

對產品已有
足夠認識

牛熊證 49.3% 40.1% 8.2% 2.4%

期貨 46.0% 39.6% 11.9% 2.6%

交易所買賣基金或
槓桿及反向產品

45.4% 41.0% 10.9% 2.7%

加密貨幣或
非同質化代幣

37.0% 34.6% 22.7% 5.7%

債券 33.5% 39.4% 22.6% 4.5%

基金 30.0% 43.9% 21.9% 4.2%

股票 22.5% 40.5% 31.9% 5.0%

備註：四捨五入，總數或不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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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受訪學生所持有的投資產品

產品類別 持有比率（n=455)

股票 56.0%

基金 34.7%

債券 21.8%

加密貨幣或非同質化代幣 18.2%

交易所買賣基金或槓桿及反向產品 5.1%

期貨 4.4%

牛熊證 2.9%

其他1 4.6%

備註：四捨五入，總數或不等於100%。學生可選多於一項。

三）受訪學生承受投資損失能力有限

在持有投資產品的受訪學生（下稱學生投資者）中，有47.7%表示在不影響生活品質的前提下，
自己僅能承受10%以下的投資損失（表4）。作為比較，恒生指數於2022年下跌了15.5%，而
香港強積金系統下的債券基金在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的12個月内亦錄得5.9%的虧損。
這反映不少學生投資者或未有足夠的能力承受市場下行所帶來的投資損失。令人鼓舞的是，
理財知識水平較高（理財知識分數六分或以上）的學生投資者承受投資損失的能力顯著高於
理財知識水平較低的學生投資者，足見良好的理財教育能幫助學生認清投資帶來的風險，並作出
適當的準備。

表4：學生投資者承受投資損失的能力

在不影響生活品質的
前提下，你最多能
承受多大程度的投資

損失？

學生投資者
(n=455)

理財知識分數六分
或

以上的學生投資者
(n=320)

理財知識分數
六分以下的
學生投資者

(n=135)

少於5% 18.5% 14.4% 28.1%

5%至少於10% 29.2% 30.9% 25.2%

10%至少於20% 24.2% 23.1% 26.7%

20%至少於30% 13.2% 15.0% 8.9%

30%至少於50% 7.5% 9.1% 3.7%

50%或以上 7.5% 7.5% 7.4%

備註：四捨五入，總數或不等於100%。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顯示理財知識分數六分或以上的學生投資者 
與理財知識分數六分以下的學生投資者的百分比分別差異呈統計學上顯著差異（p<0.01）。

1 包括限量版球鞋及貴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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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投資者作投資決定時大多依賴個人分析

最影響受訪學生投資者所作的投資決定的三個因素依次為個人分析（69.0%）、財經新聞
(59.6%）以及朋友與家人的意見（43.7%）。這反映學生投資者對自己的金融分析能力
有信心，覺得自己能夠從新聞報道中獲得足夠資訊，並作出正確的投資決定。

此外，我們發現持有股票的學生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時依賴個人分析的比例顯著高於沒有
持有股票的學生投資者（表5），反映學生投資者對自己分析股票的能力信心較高。這或與股票
作為香港較受歡迎的投資產品，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到相關資訊有一定關係。

表5：有持有股票的學生投資者及在作投資決定時依賴個人分析的學生投資者的交叉分析

有持有股票的學生投資者 沒有持有股票的學生投資者

在作投資決定時依賴個人
分析的學生投資者

188 (41.3%) 126 (27.7%)

在作投資決定時不依賴個人
分析的學生投資者

67 (14.7%) 74 (16.3%)

備註：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顯示有持有股票的學生投資者與沒有持有股票的學生投資者的百分比分別
差異呈統計學上顯著差異（p<0.05）。

五）學生主要透過影片獲得投資資訊

受訪學生獲得投資資訊的主要渠道為YouTube（39.3%）、朋友／家人（35.5%）和電視節目
(32.5%），足見學生偏好透過影片獲得投資資訊（表6）。我們相信此偏好是因為影片相對其他
類型的資訊（如文字）較有趣，而各類圖像亦能幫助學生更容易理解不同的金融概念。值得
注意的是，學生較常獲得投資資訊的渠道均非提供專業金融及投資分析的渠道。這或與大部分
學生對投資的認識有限有一定關係。在知識不足的情況下，學生或更偏好觀看一些專業性
較低，但能以外行人聽得明白的詞匯解釋金融行情並提供投資建議的YouTube影片及電視
節目。然而這類影片儘管較為容易明白，但質素參差，内容亦缺乏監管，或令透過此途徑獲得
資訊的學生作出錯誤的投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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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受訪學生獲得投資資訊的渠道

資訊渠道 所有學生（n=1,682)

YouTube 39.3%

朋友／家人 35.5%

電視節目 32.5%

財經網站 31.3%

投資交易應用程式 19.7%

Instagram 17.3%

報章 12.4%

網上論壇 12.4%

Facebook 5.9%

微信 5.4%

訊息應用程式上的投資群組 3.6%

電台節目 2.9%

其他 1.2%

以上皆沒有 7.5%

備註：最多可選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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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過香港大專學生的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後，我們認為要協助大專學生在充分理解相關
風險及回報的情況下按自己的理財需要進行投資，需要不同持份者的合作和支持。我們因此
有以下四項建議，以供各界參考：

一）增強對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意見的監管

本研究發現58.9%的受訪學生會從至少一個社交媒體平台接收與投資相關的資訊，足見這些
渠道對大專學生投資觀念及決定的影響力。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第2部，任何人士
若透過普遍地提供予公眾閱覽的報章、雜誌、書籍或其他刊物以及供公眾接收的電視廣播
或無線電廣播就證券或期貨交易提供意見或發出分析，均無須領取牌照。而針對包括社交媒體
在内的各種網上平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證監會）2019年7月發布的《網上
分銷及投資諮詢平台指引》亦僅要求《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持牌人在網上發表與投資產品
相關的廣告及研究報告時應確保其不會載有虛假、偏頗、具誤導成分或有欺騙性的資料。由此
可見，現行監管框架下並沒有任何條文能夠管制非《證券及期貨條例》持牌人在社交媒體平台上
就投資產品所發表的意見是否準確。

有見及此，我們建議證監會加強對在社交媒體上就投資產品發表意見的監管。在定義何謂就投資
產品發表意見上，證監會可考慮參考以下地區的做法：

地區 措施

中國内地
計劃要求在網上平台就投資產品發表意見的必須為金融機構從業員並具備
相關資格，以確保社交媒體平台上投資產品資訊的準確性。此外當局亦計劃
禁止在網上平台上宣傳投資產品保本或保證有收益。

澳洲

任何人必須領有澳洲金融服務牌照（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 license)
才能提供財務建議。任何推薦其他人購買或不購買某類型投資的發言及
行為均會被當地監管機構視為須受監管的財務建議。此外，當局指出在推薦
投資產品時承諾可觀回報而不解釋其風險或構成誤導並觸犯相關法例。

歐盟
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一般並不將在網站或社交媒體上分享的投資推薦
視為須受監管的建議，不過這些資訊必須為公平和清晰，亦不能有任何誤導
成分。

英國

計劃要求任何在社交媒體上的金融推廣行為必須為公平、清晰、不誤導，
並須在當眼處顯示產品的風險。此外當局亦計劃要求所有金融推廣行為均須
由金融服務及市場條例（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下
認可的人士進行或批准。

2.	2.	政策建議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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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理財教育課堂

大專院校擁有不少資源並能接觸到大量學生，因此我們認為由其在校園内為學生提供更多理財
教育課堂，是最有效提升學生理財能力的方法。這類課堂應由院校的學生事務處主辦，並以
自願性質供有興趣的學生報名。在設計相關課程時，校方可考慮以下元素：

1. 包括模擬投資環節：本研究發現投資的經驗能有效地增加學生的理財知識、幫助他們
以正確的行為和態度處理個人財務，對他們理財能力的提升高於僅向其灌輸知識。我們
因此建議校方在理財教育課堂中加入模擬投資的環節，讓學生能夠更直接地了解不同
投資產品的風險與回報，懂得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在加入模擬環節的同時，
校方亦須確保講者能夠清晰地向學生解釋不同投資產品的特色並輔以例子，因此或可
考慮邀請有金融界工作經驗的人士進行授課。

2. 按學生需要調節課程内容：縱使在同一所院校，學生之間的投資經驗和知識水平往往
也並不相同，所需要接受的理財教育亦不一樣。我們建議校方按照學生的投資經驗和
知識水平將其分級，為其提供適合的理財教育，如在初級課堂講解基礎金融概念，在高級
課堂則教授量化交易策略等較專業的投資工具。此外，我們亦建議校方定期以問卷了解
學生的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並按照結果調節理財課堂的内容。在授課語言上，講者
應儘量使用學生的較能掌握的語言，以確保學生能夠清楚明白授課内容。

三）發行青年債券

本研究發現學生投資者的風險能力較低，投資時亦注重長遠回報而非短期利潤，因此債券或是
較適合他們的投資產品。我們因此建議政府可參考銀色債券，發行青年債券供30歲以下青年
認購。青年債券息率應與本港通脹掛鈎，並設保證息率。由於青年可用作投資的本金一般
較少，因此我們認為青年債券每手應為港幣1,000元，讓更多青年負擔得起。

四）提高信用卡及個人貸款的年齡限制

本研究中有41.7%的受訪學生持有信用卡，反映有一定數量的大專學生已進入信貸市場。然而
若學生缺乏足夠的理財教育，懂得如何管理個人財務，過早開始透過信用卡或個人貸款超前
消費有機會導致學生出現債務問題。除了為大專學生提供更多理財教育，我們亦建議政府參考
美國以及個別本港銀行的做法，將申請信用卡及個人貸款的年齡限制提升至21歲，以減少
大專學生在未有穩定收入前便開始累積債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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