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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大学生的消费情况，记者在宁波
大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和宁
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几所大学里，做了
一次小范围调查。

接受调查的 122 名大学生中，65 人每月
从家庭获得 1500 元-2500 元生活费，占比
53%；29人的月生活费处于2500元-3500元
区间，占比 24%；20 名学生的月生活费超过
3500元，占比16%；1500元以下的有8人，占
比7%。

对于生活费的提供方式，超过70%的家长
选择按月转账，19%的家长会根据孩子需求不
定期给予，也有一部分家长采取学期一次性给
予的方式。

对于生活费够不够用的问题，一半的学生
坦言处于“基本够用，偶尔超支”的状态，另有

35%的学生表示完全够用并有所结余，还有
15%的学生表示经常不够用。

在生活费的花销分布这个问题（多选题）
上，“一日三餐”占比最高，紧随其后的是“购物
消费”和“社交娱乐”。另有不少学生会花费在
旅游上。

当父母提供的生活费不足时，大学生会通
过什么方式补充呢？在这个问题上，“减少开
支”“兼职打工”是学生主要的选项，还有部分学
生会依靠奖学金、压岁钱来补充“钱袋子”。

在生活费的规划方面，47%的学生仅能做
到简单记账，20%的学生会制定详细的开支计
划，而不制定任何计划的学生有33%。

值得注意的是，超六成的受访学生更倾向
于父母“定期给予固定金额”的方式，他们认为
这种方式更有助于培养自己的管理能力。

这几天，高考生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很多家长
来说，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这不，已经有家长在不同场合抛出问题：上大学后，该给
孩子多少生活费合适？

“给少怕委屈了孩子，给多了又怕孩子会挥霍，到底该给
多少生活费？”这是部分准大学生家长的新烦恼。为此，我们
采访了一些家长和大学生，看看大学生到底多少生活费合适。？

基本花费2000元左右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金乐老师做了
5年辅导员，他对于学生的日常消费和生活费
也做过不少的了解。他告诉记者，一般情况
下，大学生日常消费每月2000元，这里面包
含了一日三餐，大概每月1200元，其他消费
每月800元左右。

当然，如果经常点外卖或者奶茶等，消费
就会高起来。也有的男生喜欢玩游戏，花在
装备上的费用不少，也会超支。女生的话，服
装服饰和化妆品的消费会拉开差距。

对于新生家长，金乐觉得第一个月可以
适当多给一点，因为刚来到一个城市、一所学
校，学生需要采购的物品较多，也需要了解学
校、认识城市，花费会相对多一点。之后的
话，父母和子女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
约定一个生活费金额。

对于学生来说，还是要有规划意识和开
源节流的意识。金乐介绍，学校里其实有一
些兼职和勤工俭学的机会，如果家里给的生
活费不够，学生也可以利用周末时间，勤工俭
学。但千万注意：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介绍
的一些兼职或者是游戏账号交易的信息，谨
防上当受骗。
记者 王伟 钟婷婷 实习生 周沁怡 朱秋彤

准大学生家长：1 大学生活费每月多少合适？

“我问了孩子已经在读大学的家长们，发现
大家给孩子的生活费，还真是各不相同的。”吴
女士的女儿被杭州一所大学录取，吴女士表示，
自己身边有3个朋友，情况各不相同。

一个朋友的儿子今年刚从温州大学毕业，
前两年给的生活费都是每月2000元，大三时增
加到2500元，因为孩子的人际交往多起来了，
大四增加到3000元，因为要实习找工作了，花
销更多一些。

一个朋友的女儿在杭州读大学，给的生活
费是每月3000元。如果有大额支出会另外给，
包括电子产品、冬季的外套等。3000元就是日

常的生活开支。
还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宁波读大学，给的

生活费是2500元一个月，但孩子经常周末回
家，和在外地的花销相比其实还是有些不同。

“几个朋友问下来，我打算先给女儿每月
3000 元生活费，一个学期下来看看情况再
说。女孩子，还是稍微宽裕一点比较好。”吴女
士说。

记者另外采访了几位准大学生的家长，有
说还在考虑的，有说打算每个月给2500元的，
也有人打算每个月给2000元的，看来各有各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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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500元（包括寒暑
假），但每个月我实际只花1500元。”来自宁波
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大三女生小怡分享了自己
的生活费管理方法，“每个月存1000元到固定
的银行卡里，且不绑定任何支付软件，这样就能
避免冲动消费。”整个大一期间，她成功积攒下
了12000元。

不过，要把生活费规划好并不容易。
“每个月1500的生活费会比较紧张，月末

偶尔会捉襟见肘。”小怡坦言，为了合理安排花
销，她曾尝试过记账软件，但由于总是忘记而未
能坚持下来，最后还是选择根据每个月剩余的
钱，来控制额外花销的方式。“尽量吃食堂的饭，
健康又便宜；不吃外卖、少点零食奶茶，在节约
用钱的同时也保持了身体健康，这样挺好的。”
小怡说。

大一攒下的钱，大二的时候，小怡有了新的
规划。一部分的钱用于支持自己的爱好，购买
cosplay有关的物品。

“有些 cosplay 服装用过后可以转卖，热
门角色可以卖得贵一点，比如400元买进350
元卖出，冷门角色则半价出售。”通过合理的
买卖策略，将部分投入转化为“可回收成本”，
减轻了持续投入的压力；另一部分的存款则
用于出门旅游；剩下的一部分则设为“紧急资
金”，作为钱不够用或者紧急需要时的备用
金。

至于大二的生活费，她打算继续按照以前
的方式积攒下来。

“今后我会继续用这个方法存钱。”小怡说，
在有限的预算下，通过强制储蓄、消费取舍的方
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有学生打工补缺口

大二开学前夕，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的小朱同学，被父亲的一句提议给“整
懵”了：“开学后，我就直接给你一个学期的生
活费如何？”

面对女儿的不解，父亲坦言：“这是想锻炼
你的理财能力，看看能否合理规划这笔钱。”

面对这笔1万元“巨款”，小朱既兴奋又紧
张：“万一超支了怎么办？”

在向身边的朋友请教后，她将整学期生
活费“锁”进支付宝，每月定额支取。她精打
细算，将月均2000元的零花钱规划如下：基
础餐费1000元，额外花销300元，还能挤出
700元储蓄。

但计划外的购物诱惑、朋友相聚的欢声笑
语、开阔眼界的旅行愿望、提升自我的学习投
入……预算在真实生活的烟火气中频频告急。

向父母伸手？她心中的“独立宣言”亮起
红灯：“每次都找爸妈要，太不好意思。”

为此，她在假期打工，一个暑假赚了5000
元作为备用金。

“这次经历让我对理财有了更深的理解，
但还需要更多学习。”小朱说。

准大学生家长的困惑：
该给孩子多少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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