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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国民金融意识的逐渐成熟，金融素养在国民文化素质体系中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体现在金融素养影响着个人和社会经济上。为了探究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本文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首先，通过对金融素养测度方法的分析，明确金融素养的概念、探究其

外在表现；其次，总结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的现状，对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现状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

现状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另外，探究影响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的因素及金融素养带来的效应；最后，

为提升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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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and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na-
tional financial consciousness,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in the national cultural quality 
syst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individuals and econom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f financial li-
terac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national and foreign researches: First, by analyz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financial literacy, clarify the concept of financial literacy and explore 
its external performance;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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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ial literacy, analyzes all aspect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addition, it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Chinese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finally, it provides sugges-
tions for policy-making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Chinese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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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业蓬勃发展，金融市场迅速扩张，金融产

品种类增多，金融服务辐射范围变广，用户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降低。 
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国民金融素养的重要性，我国也意识到了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在当前经济全球化

及金融数字化背景下对于个人和总体经济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金融素养通过影响个人金融决策，进而

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据 2019 年《消费者金融素养状况调查》和《国民财商教育

发展白皮书(2021)》，我国消费者在金融知识方面的答题正确率整体水平较低且绝大部分消费者认为自己

的金融知识有所欠缺。这说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仍需提升。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民银行 2012 年成立

了专注于解决消费者金融教育和金融权益保障等问题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并在 2013 年后开展了三轮

全国范围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问卷，将解决国民金融素养和金融教育等问题作为了一项重要工作，从

这也可以看出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重要性。 
较高的金融素养对于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稳固社会经济都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为了利用金融素

养的正向影响作用，个人、政府、金融机构都应围绕着丰富居民金融知识从加强居民金融技能、完善金

融市场等角度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 

2. 金融素养的概念及测度 

金融素养的概念最早被定义为一个人在进行有效决策和行为判断时，对其所拥有的资金进行使用和

管理的相应能力[1]。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2011 年认为金融素养的广义定义，是对有关金融的

概念、风险、技能、动机的认识，运用金融素养做出有效金融决策，提升个人和社会的金融福祉，增强

参与经济生活的信心。金融素养是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和政府在使用和管理金融资产时做出理智判断和

有效决策所需要的能力[2]。金融素养包括消费者对利率、通货膨胀、风险分散的认识和行为能力[3]。也

有学者认为，金融素养包含社会成员掌握的金融知识及其做出合理有效金融决策的能力，同时，金融素

养反映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风险和收益的认知程度[4]。国内认为金融素养是对金融知识和金融资源的

一种整合能力，以约束的形式促使家庭从理性的角度做出金融决策[5]。 
目前，金融素养的测度尚未形成一个标准化指标体系，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维度和方法评估个人

金融素养。 
金融素养的测量有四个内容维度：即货币基础(Money basics)、借款(Borrowing)、投资(Investing)、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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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资源(Protecting resources) [6]。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2019)的金融素养调查中建立了消

费者的金融态度、金融行为、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等维度。在国内 2021 年的研究中，从融资、数字账户

与支付、家庭日常金融管理与决策三个维度测度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7]。作者使用问卷调查，设置几个

选择性和判断性问题，对测评者的答案进行赋值，将总分进行加总，得出总分，作为评价金融素养的标

准[5]。在问卷调查中，将金融素养具化成 5 个与金融相关的问题，利用考察利率计算、考察通货膨胀、

对经济信息的关注程度构建金融知识，利用多元投资决策、股票基金风险判断构建金融能力，利用对经

济信息的关注程度构建金融关注。还有研究者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金融素养

相关因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相互间关系复杂的金融素养各维度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公共

因子，以此将相关因子进行归纳，得出更加易于测评的金融素养因子，再根据各相关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确定各个金融素养公共因子的权重，最终可以得出金融素养得分[8]。 

3. 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现状 

总结现有调查及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居民金融素养主要表现出三个特征： 
(一) 在金融素养的不同方面有较大差异，金融知识有所欠缺。《国民财商教育发展白皮书(2021)》

于 2021 年对全国 31 个省份的消费者的调研显示，近 90%的消费者感到自己的金融知识有所欠缺。该报

告从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行为、态度、技能等多角度综合分析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情况。总体上，我

国居民在金融态度上的表现较好，在金融行为和技能的不同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9]。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可知，在金融知识方面，公众不能完全认识到分散化

投资等基本金融常识，不能理性预计金融投资收益，许多投资行为并不是在理性考虑后进行，还需要进

一步提升基础金融知识水平。美国《巴伦周刊》 9月 15日文章根据《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
得出结论中国消费者在基本金融概念方面缺乏足够的“素养”，例如利息和贷款、保险和分散化投资等。

杨怡明(2021)从人民银行发布《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中发现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

66.81，与 2019 年相比提高了 2.04。该报告从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行为、态度、技能等多角度综合分析

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情况。 
(二) 金融素养的分布在年龄和地域上呈现不均。从重点群体看，我国居民金融素养在年龄上的分布

表现为倒“U”型，老年人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低，而中年人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9]；城乡

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差距较大，城市居民无论是在金融技能还是金融知识上都明显强于农村居民；而生

活在不同城市的居民的金融素养也有所不同，上海、中国香港等城市的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高。金

融素养较低的地区往往较为贫苦。 
(三) 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正在逐步提升。根据人民银行发布《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

中，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 66.81，与 2019 年相比提高了 2.04。该报告从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行为、

态度、技能等多角度综合分析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情况[9]。 

4. 影响金融素养的因素  

根据已有文献，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一) 内部影响因素 
相关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职业等因素对金

融素养有着显著影响，金融素养水平偏低的人群主要为青年人、老年人、女性、低学历者、低收入者以

及失业人员。中国男性和女性城镇居民在收入和资产水平、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和风险感知上的要素

禀赋差异导致金融素养显著的性别差异[10]。年龄、教育、收入和职业是影响金融素养的重要因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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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相关的职业环境中就业能够提升居民金融素养[12]。较高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为关注经济、金融相

关信息提供了良好氛围，家庭资产以及家庭收入与金融能力呈正相关关系[13]。 
(二) 外部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外部金融市场活跃程度、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地方教育支出、普惠金融水平、地方经

济水平、金融工具水平、互联网使用、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金融水平也有影响[7] [11]。这些因素可以被

归为外界因素。调查数据表明，在农村等落后地区的人们的金融素养水平明显低于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社

会资本会促进人们参与股票投资，由此可以推断出社会资本可以帮助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14]；信贷

约束[15]、金融排斥[16]会降低居民进行金融投资行为的欲望，从而降低居民提高自身金融水平的可能性。 
通过对金融素养产生影响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要从外部因素入

手，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地方普惠金融水平、加大普及金融知识的力度等方法丰富居民对金融的认

识，提高居民对金融活动的参与度。  

5. 金融素养的效应  

(一) 金融素养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 
当前有关金融素养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的研究比较丰富。金融素养对居民创业、个人债务、家庭

金融资产配置、家庭债务等均有显著影响[17]。表现为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可明显增加创业概率和选择银行

信贷的可能性，将正规信贷资金转化为个人创业绩效对提高收入有正向调节作用[4]。总结金融素养与家

庭负债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的研究，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家庭负债和家庭金融脆弱

性[18] [19]，同时，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农房抵押贷款、信用消费行为等则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0]；
提高居民整体金融素养，可以显著优化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可以发

挥显著的减贫效应，特别是经济水平较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民而言，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可通

过规范金融决策、增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收益来实现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目的[17]。对于家庭而言，

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对于风险往往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能更好地控制家庭金融活动，增强了自身抵御

风险的能力，使金融决策更加合理[13]。同时，拥有较高金融素养的家庭更有可能选择银行信贷，对银行

信贷选择的增加有利于家庭消费信贷的正规化，减少其他非正规渠道的信贷行为[5]，显著提升信用消费

对短期消费、长期潜在消费的促进作用[17]。总的来说，对于个人及其家庭而言，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

的影响表现为对提高个人和家庭的当下收入及未来收入有积极影响，促进提高个人金融和家庭金融的稳

固性，有助于减缓贫困。 
(二) 金融素养对社会的影响 
个人的金融素养也影响着整个社会。消费者对分散化投资等基本金融常识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对

金融投资的收益预期呈现非理性特征，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可能加大金融市场波动[21]。除此之

外，当社会出现较大波动时，例如近几年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的疫情，比较各国经济波动和各国居民金

融素养水平发现较高的金融素养能提醒消费者在危机尚未出现前合理消费，保持较为充足的应急储蓄，

这是危机下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撑，提高国家经济韧性。  

6. 提升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的途径  

(一) 完善金融治理，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迫切需要。 
(二) 降低我国居民了解金融知识、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传播金融知识，缓解金

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进而提高我国居民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三) 加强金融素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研究影响金融素养水平高低的各个因素，为提高金融素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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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指明方向；结合中国国情，完善金融素养的评估指标等基本要求。 
(四) 构建多元的金融教育系统，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教育工具。扩大金融教育范围，增大接受金融

教育的居民的年龄范围；加深金融教育的深度，使接受过金融教育的居民至少具备基本的金融能力和规

避金融风险的意识。 

7. 总结与建议 

目前，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虽高于国际各国平均水平，但仍存在许多不足。本文展示了金融素养

的提升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为了充分利用较高的金融素养的促进作用，

实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稳固社会经济的目的，个人和政府都应加强提高金融素养的力度。 
个人应该主动学习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积极接触与金融相关的信息，可以通过浏览金融报刊、公

众号获取。在有一定知识积累后，理性地参与金融市场投资。同时，个人在掌握一定金融知识后，对未

来应抱有合理预期，控制超前消费，保持足够的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危机。 
从政府层面来看，要采取措施切实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为提高居民收入创造条件。例如，政府要重

视金融教育，逐步实施金融教育战略，实现国民金融知识教育的基础化，尤其是普及到中小学；实现国

民金融知识教育的针对化，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要引导金融机构定期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

动，通过金融机构来加大对有关金融基础知识的宣传，稳步提升居民的金融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

和维权意识；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采取措施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电信诈骗”以及其他各种金融

违法活动，保障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另外，政府还需要采取措施强化金融信息的传播，对金融业的相

关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规范，完善奖惩机制。考虑到金融市场作为影响居民金融素养的重要外部因素，

政府应针对金融产品种类不丰富、信息披露程度不够高、金融产品线下销售网不全、市场准入门槛较高

等问题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度。 
金融机构也应积极配合政府，与政府一起助力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市场成熟度。金融机

构应组织开展金融相关知识普及活动，向市民科普相关金融规则和金融产品。同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

人群的不同需求创新金融产品的形式，帮助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共赢。另外，应持续完善信息披

露，增强金融服务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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