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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況波動下大專學生理財如何「追落後」
MWYO青年辦公室發布研究報告

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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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1年

的分數低，反映他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改善空間。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

財教育課堂。

研究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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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市面上的投資產品琳琅滿目，究竟哪一種投資才適合自己？如何踏出理財第一步，避開陷阱

及累積財富？這些可能都是不少投資新手的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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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顯示，有22%的18歲以上的受訪學生持有投資產品，較

2019年的2%大幅上升。儘管如此，社會仍缺乏有關他們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的研究及分析，不利

持份者協助青年建立正確的投資態度。

為了解香港大專學生的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於去年8月至11月

期間，透過8間大專院校向所屬學生派發問卷，進一步剖析其投資心態。最終，我們一共收回1,682

份有效問卷（包括711位大學生及971位專上學生），並於今天發布《香港大專學生理財能力及投資模

式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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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科學生的理財知識水平顯著高於非商科學生，但兩者的理財態度及行為卻未有顯著差異，反映學

科内容雖有助提升學生理財知識，但未能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研究發現在七個常見投資產品類別中（如股票、債券和基金等），受訪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均認識不足。
近七成（69.0%）學生投資者依賴個人分析而作出投資決定，反映他們對自己的金融分析能力有信心。
近四成（39.3%）受訪學生主要透過YouTube獲得投資資訊，其次則透過朋友/家人（35.5%）和電

視節目（32.5%），足見學生偏好透過影片來獲取相關資訊。
政策建議：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

教育課、發行青年債券及提高信用卡及個人貸款的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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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要發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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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投委會2021年調查中的分數為低，反映他

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不少改善空間。與投委會的數據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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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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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見顯著差別。這反映學科内容雖有助學生增加理

財知識，但並未改變他們的理財行為及態度，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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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直接感受到投資帶來的風險及回報

，除了能夠提升其知識水平，更有助他們認識理財時應注意的事項，培養正確的理財態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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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提及的加密貨幣及非同質化代幣（NFT），亦只有5.7% 的受訪學生覺得自己已對其有足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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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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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長遠或會導
致青年出現負債等問題。因此，我們期望能制訂更完善的投資規管，以及更全面的教育課程，為初
踏入市場的年輕投資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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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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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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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專業的金融分析大多需要付費獲取或亦是學生偏好You-

Tube影片等免費資源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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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建議

在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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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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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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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證監會可

參考中國內地、澳洲、英國及歐盟的做法，加強對在社交媒體上就投資產品發表意見的監管，包括

如何定義及涵蓋哪些人士。

我們認為由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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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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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手應為港幣1,000元，讓更多青年負擔得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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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

政府聯同銀行業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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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教育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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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相關課程時，可考慮加入模擬投資環節，讓學
生能夠更直接地了解不同投資產品的風險與回報，同時院校應按學生理財知識水平和需要調節課
程内容。



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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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1年

的分數低，反映他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改善空間。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

財教育課堂。

研究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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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市面上的投資產品琳琅滿目，究竟哪一種投資才適合自己？如何踏出理財第一步，避開陷阱

及累積財富？這些可能都是不少投資新手的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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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顯示，有22%的18歲以上的受訪學生持有投資產品，較

2019年的2%大幅上升。儘管如此，社會仍缺乏有關他們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的研究及分析，不利

持份者協助青年建立正確的投資態度。

為了解香港大專學生的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於去年8月至11月

期間，透過8間大專院校向所屬學生派發問卷，進一步剖析其投資心態。最終，我們一共收回1,682

份有效問卷（包括711位大學生及971位專上學生），並於今天發布《香港大專學生理財能力及投資模

式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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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科學生的理財知識水平顯著高於非商科學生，但兩者的理財態度及行為卻未有顯著差異，反映學

科内容雖有助提升學生理財知識，但未能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研究發現在七個常見投資產品類別中（如股票、債券和基金等），受訪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均認識不足。
近七成（69.0%）學生投資者依賴個人分析而作出投資決定，反映他們對自己的金融分析能力有信心。
近四成（39.3%）受訪學生主要透過YouTube獲得投資資訊，其次則透過朋友/家人（35.5%）和電

視節目（32.5%），足見學生偏好透過影片來獲取相關資訊。
政策建議：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

教育課、發行青年債券及提高信用卡及個人貸款的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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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要發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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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投委會2021年調查中的分數為低，反映他

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不少改善空間。與投委會的數據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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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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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見顯著差別。這反映學科内容雖有助學生增加理

財知識，但並未改變他們的理財行為及態度，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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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直接感受到投資帶來的風險及回報

，除了能夠提升其知識水平，更有助他們認識理財時應注意的事項，培養正確的理財態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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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提及的加密貨幣及非同質化代幣（NFT），亦只有5.7% 的受訪學生覺得自己已對其有足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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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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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長遠或會導
致青年出現負債等問題。因此，我們期望能制訂更完善的投資規管，以及更全面的教育課程，為初
踏入市場的年輕投資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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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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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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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專業的金融分析大多需要付費獲取或亦是學生偏好You-

Tube影片等免費資源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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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建議

在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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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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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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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證監會可

參考中國內地、澳洲、英國及歐盟的做法，加強對在社交媒體上就投資產品發表意見的監管，包括

如何定義及涵蓋哪些人士。

我們認為由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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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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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手應為港幣1,000元，讓更多青年負擔得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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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

政府聯同銀行業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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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教育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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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相關課程時，可考慮加入模擬投資環節，讓學
生能夠更直接地了解不同投資產品的風險與回報，同時院校應按學生理財知識水平和需要調節課
程内容。



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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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1年

的分數低，反映他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改善空間。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

財教育課堂。

研究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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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市面上的投資產品琳琅滿目，究竟哪一種投資才適合自己？如何踏出理財第一步，避開陷阱

及累積財富？這些可能都是不少投資新手的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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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顯示，有22%的18歲以上的受訪學生持有投資產品，較

2019年的2%大幅上升。儘管如此，社會仍缺乏有關他們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的研究及分析，不利

持份者協助青年建立正確的投資態度。

為了解香港大專學生的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於去年8月至11月

期間，透過8間大專院校向所屬學生派發問卷，進一步剖析其投資心態。最終，我們一共收回1,682

份有效問卷（包括711位大學生及971位專上學生），並於今天發布《香港大專學生理財能力及投資模

式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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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科學生的理財知識水平顯著高於非商科學生，但兩者的理財態度及行為卻未有顯著差異，反映學

科内容雖有助提升學生理財知識，但未能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研究發現在七個常見投資產品類別中（如股票、債券和基金等），受訪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均認識不足。
近七成（69.0%）學生投資者依賴個人分析而作出投資決定，反映他們對自己的金融分析能力有信心。
近四成（39.3%）受訪學生主要透過YouTube獲得投資資訊，其次則透過朋友/家人（35.5%）和電

視節目（32.5%），足見學生偏好透過影片來獲取相關資訊。
政策建議：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

教育課、發行青年債券及提高信用卡及個人貸款的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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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要發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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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投委會2021年調查中的分數為低，反映他

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不少改善空間。與投委會的數據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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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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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見顯著差別。這反映學科内容雖有助學生增加理

財知識，但並未改變他們的理財行為及態度，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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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直接感受到投資帶來的風險及回報

，除了能夠提升其知識水平，更有助他們認識理財時應注意的事項，培養正確的理財態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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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提及的加密貨幣及非同質化代幣（NFT），亦只有5.7% 的受訪學生覺得自己已對其有足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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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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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長遠或會導
致青年出現負債等問題。因此，我們期望能制訂更完善的投資規管，以及更全面的教育課程，為初
踏入市場的年輕投資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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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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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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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專業的金融分析大多需要付費獲取或亦是學生偏好You-

Tube影片等免費資源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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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建議

在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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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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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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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證監會可

參考中國內地、澳洲、英國及歐盟的做法，加強對在社交媒體上就投資產品發表意見的監管，包括

如何定義及涵蓋哪些人士。

我們認為由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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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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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手應為港幣1,000元，讓更多青年負擔得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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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

政府聯同銀行業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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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教育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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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相關課程時，可考慮加入模擬投資環節，讓學
生能夠更直接地了解不同投資產品的風險與回報，同時院校應按學生理財知識水平和需要調節課
程内容。



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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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1年

的分數低，反映他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改善空間。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

財教育課堂。

研究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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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市面上的投資產品琳琅滿目，究竟哪一種投資才適合自己？如何踏出理財第一步，避開陷阱

及累積財富？這些可能都是不少投資新手的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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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顯示，有22%的18歲以上的受訪學生持有投資產品，較

2019年的2%大幅上升。儘管如此，社會仍缺乏有關他們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的研究及分析，不利

持份者協助青年建立正確的投資態度。

為了解香港大專學生的理財能力及投資模式，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於去年8月至11月

期間，透過8間大專院校向所屬學生派發問卷，進一步剖析其投資心態。最終，我們一共收回1,682

份有效問卷（包括711位大學生及971位專上學生），並於今天發布《香港大專學生理財能力及投資模

式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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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科學生的理財知識水平顯著高於非商科學生，但兩者的理財態度及行為卻未有顯著差異，反映學

科内容雖有助提升學生理財知識，但未能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研究發現在七個常見投資產品類別中（如股票、債券和基金等），受訪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均認識不足。
近七成（69.0%）學生投資者依賴個人分析而作出投資決定，反映他們對自己的金融分析能力有信心。
近四成（39.3%）受訪學生主要透過YouTube獲得投資資訊，其次則透過朋友/家人（35.5%）和電

視節目（32.5%），足見學生偏好透過影片來獲取相關資訊。
政策建議：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

教育課、發行青年債券及提高信用卡及個人貸款的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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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要發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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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投委會2021年調查中的分數為低，反映他

們的理財知識、行為及態度均有不少改善空間。與投委會的數據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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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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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見顯著差別。這反映學科内容雖有助學生增加理

財知識，但並未改變他們的理財行為及態度，驅使他們更審慎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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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直接感受到投資帶來的風險及回報

，除了能夠提升其知識水平，更有助他們認識理財時應注意的事項，培養正確的理財態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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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提及的加密貨幣及非同質化代幣（NFT），亦只有5.7% 的受訪學生覺得自己已對其有足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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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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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陳宇謙表示：「對大專學生來說，投資是令財富增值及提供額外的收入來
源的重要途徑。然而，他們對理財的知識及產品的認識不足，使其投資有更高的風險，長遠或會導
致青年出現負債等問題。因此，我們期望能制訂更完善的投資規管，以及更全面的教育課程，為初
踏入市場的年輕投資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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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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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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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專業的金融分析大多需要付費獲取或亦是學生偏好You-

Tube影片等免費資源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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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建議

在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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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強監管在社交平台上就投資產品發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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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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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證監會可

參考中國內地、澳洲、英國及歐盟的做法，加強對在社交媒體上就投資產品發表意見的監管，包括

如何定義及涵蓋哪些人士。

我們認為由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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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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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手應為港幣1,000元，讓更多青年負擔得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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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

政府聯同銀行業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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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專院校應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理財教育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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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相關課程時，可考慮加入模擬投資環節，讓學
生能夠更直接地了解不同投資產品的風險與回報，同時院校應按學生理財知識水平和需要調節課
程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