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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给压岁钱
在法律上属于赠与行为

从法律上来说，压岁钱怎么处
理才算妥当呢？浙江和义观达律师
事务所陈辉律师分析说，首先，长辈
给压岁钱在法律上属于赠与行为，
应当归受赠人所有，就是所有权是
小朋友的。

《民法典》规定，8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但是，不满8周岁
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其法定代理人一般是孩子
父母。话说回来，虽然压岁钱归小
朋友所有了，却不能随意消费或者
支配。如果小朋友未满8周岁，应
当由其父母代为支配。如果8周岁
以上了，其仅能实施与其年龄、智力
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比如买小鞭
炮可以，买手机就需要父母同意或
者事后追认。

再次，父母也要妥善保管未成
年人的财产，不得违法处分、侵吞未
成年人的财产或者牟取不正当利
益。如果父母先帮孩子存着压岁
钱，在法律上是没错的。但是父母
拿去炒股亏掉了，很可能要赔偿。

所以孩子的压岁钱从法律角度
来讲还挺有门道，要合理合法保管、
使用好压岁钱，让孩子的压岁钱用
得更有意义。

要把小小压岁钱
变成大大人生财富

宁波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冯铁
山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过年了，家长可以借
由压岁钱这一传统民俗，培养孩
子积极健康的财富道德观，主要
包括积极的财富认知，积极的创
富体验、积极的驭富实践和积极
的惜富积淀。

孩子收到压岁钱，要告诉孩子
这不仅仅是一笔用于购买物资的资
金，也包含着长辈的祝福，还有长辈
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的财富，让孩子
了解长辈从事的职业和创富经历，
让他们从小奠定财富的道德根基。
同时家长也可以设计一些活动，让
他们通过劳动或智慧获得财富，也
要让他们敢于花钱，从不同的花钱
体验中提升他们的道德品质，比如
给家人买礼物、资助困难学生等，让
他们体会到钱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
欲望，也能在帮助他人、奉献社会中
获得快乐和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不要狭隘
的将财富等同于金钱，告诉孩子金
钱只是财富的一个方面，拥有康健
的身体、美好的品德、优秀的才能、
家人的关爱，也是一笔巨大的人生
财富。要把小小的压岁钱变成大大
的人生财富。

记者 王冬晓 林涵茜 殷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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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孩子收到多少压岁钱？

11岁男生斗智斗勇
拿到千元零花钱
关于压岁钱，记者进行了调查

前几天，山东济宁8岁男孩用压岁钱给妈妈
买金戒指的视频登上抖音热搜榜，“炸”出上千网
友关于压岁钱的讨论。

压岁钱谁保管？怎么花？每个小家庭都有
自己的考虑。这两天，记者在宁波家长群做了个
关于压岁钱的小调查，也采访了5户家庭，看看
他们是怎么安排压岁钱的。

颢颢收到零花钱开心极了。 受访者供图

13岁小男生
主动上交4万元压岁钱

记者采访了5户家庭，家长普遍选择把压
岁钱存进银行，或者投入理财产品中。不过记
者再一打听，发现不少家长自主打理这笔钱，
缺少与孩子关于“金钱”的沟通。

“我儿子上六年级了，对钱没概念的，今年
收了4万多元红包，头一扭转身给我了，就是
从他那里过道手。问他想要啥，他也说不出
来。我们就给他存到银行里。”小虎（化名）妈
妈徐女士也觉得十二三岁的小男生，对“钱”的
概念太淡薄。

“现在的小朋友不缺吃穿，对金钱和物资
的渴求，没我们小时候那么大。我小时候最开
心过年收压岁钱，虽然也交给妈妈，但还会要
点钱，买买书，买些小玩意。”徐女士回忆自己
小时候会把压岁钱放在枕头下，夹在书页里，
藏在鞋子里，生怕丢了。“一想到能买到心仪已
久的东西，开心很久。”

“我们家儿子，从小到大，需要的不需要的，
都会买给他。上下学外公外婆接送，冲进商店
自己选好有人付钱，小家伙不拿钱，对钱也没啥
概念，问他100元钱能买啥，他是答不上来的。”
徐女士逐渐意识到家庭教育中“金钱观”的缺
失，今年收到4万多元压岁钱，拿出100元现金
给他，由其自主消费。“不管买什么，我都希望他
能体验到用钱满足心愿的过程。”

11岁男孩斗智斗勇
拿到千元零花钱

大年初二，宁波王女士收到儿子发的288
元红包，倍感欣慰，因为压岁钱和娃经历一番
较量后，娃还不忘拿出零花钱回馈老母亲。这
一下，把王女士的心给暖化了。

小家伙颢颢（化名）今年 11岁，读四年
级。今年过年，因为疫情，一家三口没到亲戚家
走动，压岁钱收了8000元，全是祖父母的心意。
还没拿到压岁钱，母子俩就开始“暗战”。“往年收
到红包，我们给他三五百元零用钱，今年他抬高
价码，伸手要1000元，还说这个钱本来就是他
的。”王女士哭笑不得，问他拿钱买什么，他野心
不小。“想要流浪地球积木、VR眼镜，还有运动
手环。嚯！这意思是8000元全得给他买买买
了。”王女士给娃做工作，告诉他这么多心愿不可
能一下子满足，一个个来，最后较量一番给娃
1000元零用钱。

给这么多，不担心小孩子乱花啊？“我们给
他兑换了，只能是在家庭内部流通的虚拟纸
币，想在外面花，要找我们换成钱。”电话那头
王女士笑声清脆爽朗。

“他爸爸有个账本，压岁钱放入理财中的
收益、支出做成Excel表格，给他看。儿子也
养成了记账的习惯，有个小账本，收入支出算
得精细。”王女士说，儿子“爱”钱，但并不抠
门。“这次过年出手‘阔绰’，给祖父母和我都
包了大红包，自己发到朋友圈，他同学看到了，
也给其妈妈包了大红包。”

大多数家长代为保管压岁钱

在小孩子心中，过年最开心的就是收压岁钱，
可以光明正大拥有自己的“小金库”。不过，记者在
甬城家长群中做的“压岁钱”调查显示，54.55%的家
长会全部把压岁钱“收入囊中”代为保管，还有一部
分家长会留出零头给孩子让其自主消费。

记者注意到，受访样本1188个，其中84.18%受
访者是小学家长，小学阶段的孩子尚未完全形成对
金钱的概念，全部或者部分代为保管，或许是大多
数家长认为比较稳妥的方式。

此外，在压岁钱金额的调查数据显示，50.67%
的压岁钱在3000元以下；35.52%的压岁钱超过
3000元未满万元；13.81%的孩子收到了超万元压
岁钱。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小朋友收到了3000
元以上的压岁钱，家长不放心，代为保管也是情理
之中。

让人欣慰的是，对于这笔“巨款”的保管使用，
是否会造成亲子冲突的调查中，数据显示仅有
10.94%的家庭会产生分歧。

记者最关注的“压岁钱花在哪儿”的调查显示，
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购买学习用品、玩具，打卡研
学、旅游项目等；存入孩子专属银行卡或理财产品
中；作为孩子成长基金，用于学习生活中的奖励；给
家人购买礼物。这一数据显示，给娃的压岁钱，最
终也是用在娃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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