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大專生理財 

 

由中學生轉變成大專生，生活多姿多彩，消費機會隨之大增，包括購買服飾及個

人用品、日常娛樂消遣、參加課餘及社交聯誼活動、出外旅行等。根據投資者教

育中心 2015 年有關理財習慣的調查顯示，40%大專生表示有不同程度的財務壓

力，而憂慮入不敷支是主要原因之一。 

 

理財是大專生全人發展必需學習的重要一環，但這並不能單靠書本可以掌握，而

是靠日常生活的接觸及經驗去體驗及實踐。踏進社會工作後，青年人便需要肩負

起各項責任及人生計劃所帶來的財務負擔（例如分擔家庭開支、拍拖、結婚、工

作假期、旅遊、娛樂、進修等），若未能在大專階段培養出正確的理財態度及方

法，將來便可能面對財務危機。 

 

信用卡 

升上大專後，很多學生都會申請人生第一張信用卡，這也是學習理財的好機會。

信用卡是一個「先使未來錢」的概念，即使現時沒有錢也可以信用卡預支去消費。

從未用過信用卡的學主，突然每月有幾千甚至上萬元的信用額作為備用，絕對是

測試定力的一大考驗。  

 

學生本身沒有穩定收入，使用信用卡前一定要考慮還款能力，以免出現「碌爆卡」

及「卡冚卡」的情況。胡亂使用信用卡隨時會破壞個人信貸紀錄，影響將來申請

按揭或貸款作買樓或創業之用。 

 

大專生使用信用卡 Dos & Don’ts 

Dos（宜） Don’ts（忌） 

信用卡一張便夠 因迎新禮物或優惠而申請多張信用卡 

簽賬時，要衡量需要，考慮自己負擔能力 先使未來錢，想買便買 

每期核對簽帳項目，盡快繳交欠款 逾期／忘記繳付賬單 

必須全數繳付每期卡數 只繳付最低還款額 

留意條款，了解各項收費，例如年費、外

遊簽帳手續費等 

以一張信用卡的貸款去償還另一張卡

的欠款 

 

購物 

隨著網購的興起，購物變成全天候的活動，隨時隨地皆可接觸到各式各樣最新的

產品，對於注重打扮及追趕潮流的青年人來說，一旦網購變成習慣，購物慾便會

不斷增強，甚至出現不能自拔的情況。 

 



若見到子女出現上述情況，父母切忌一味指責，要明白青年人較成年人注重外表

及物質享受。父母的指責只會令他們反感，覺得父母不理解他們。父母可透過傾

談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意見讓他們參考。 

 

避免變成「購物狂」的方法（適用於所有年齡人士）： 

1. 先制定支出預算及需要購買的物品清單，才上網搜羅及比較。 

2. 見到想買的東西，尤其是貴價物品，不要即時購買，可思考一至兩天，衡

量需要和負擔能力之後，才決定是否購買，減低因一時衝動而購買了不必

要或昂貴的東西。 

3. 最重要的是學會分辦「需要」還是「想要」，減少購買想要而不是需要的

東西。 

 

兼職／暑假工 

除了零用錢外，做兼職及暑期工是大專生的另一經濟來源。課餘工作不但能夠為

學生帶來收入，亦能同時培養他們的工作態度及技能、人際相處技巧、責任感等，

為日後投身社會作好準備。當青年人用工作賺取到的收入去應付自己的開支時，

他們更能從中學習控制收入與支出，以及明白到消費背後需要的付出。求職時，

同學要提防求職陷阱，若有疑問，可諮詢學院就業顧問。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政府現時為大專生提供的資助計劃主要有以下兩種： 

1. 助學金：視乎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而給予的資助，以支付學費等費用，

資助款項無須償還。 

2. 貸款：貸款需要在畢業後償還，同時渉及利息及行政費用，申請資格及細

則 會 因 應 計 劃 而 不 同 ， 詳 情 可 參 閱 學 生 資 助 處 網 頁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index.htm)。 

 

學生可同時向學生資助處申請助學金及貸款，申請貸款時要審慎考慮自身需要和

還款能力，不應抱著「貪着數」或「先使未來錢」的心態。雖然學生貸款利息一

般較低，但較長的還款期可能會影響將來畢業後的人生計劃，例如進修、工作假

期、創業、結婚、置業等。過往，畢業生因要償還學生貸款而出現財務困難的個

案屢見不鮮，故若非有需要，還是不要隨便申請為佳。  

 

投資 

不少大專生會透過參加由銀行或金融機構舉辦的財務策劃或投資比賽，學習投

資，贏取獎品及實習機會等。不過，現實中往往會招致金錢損失。在求學階段，

嘗試投資要小心衡量自己的能力及風險，在可以承擔風險的範圍內才作決定。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