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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种类的丰富及出于预防金融风险的动机，“金融

素养”一词被正式提出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中国学界也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论文将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金融素养的相关问题，主要包

括金融素养的含义、测度方法、金融素养对居民金融行为的影响及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的手

段等。

揖Abstract铱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 variety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for

thepurpose ofpreventing financial risks, theword "financial literacy"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mally

and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ttentio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has also conducted

in-depth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this issue frommultipleperspectives.Based on these studies, the

paper will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related issues of financial literacy, including the meaning,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residents' financial behavior and the

means to improve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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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素养含义的界定

“金融素养”一词是 1997 年由美国民间非盈利组织 Jump
$tart (Jump$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联盟正

式提出的[1]。明确金融素养的含义，对于推进金融素养的深入

研究是有益的。以往由于对金融素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对

金融素养的度量方法也各不相同，最终测得的金融素养水平

可能无法进行比较，势必影响对金融素养相关论题的研究。

Kim 和 Bowen 等人对金融素养的研究更加侧重于金融知

识方面[2]。Kim 认为金融素养是人们为了在社会中生存所必备

的金融知识；Bowen 等人将金融素养定义为人们对日常金融

交易的关键术语和概念的理解，主要包括：支票、储蓄、汽车保

险、人寿保险、信贷、投资和税收等。

将金融素养与基本的金融知识等同，显然是比较片面的[3]。

此后的研究除了关注人们对金融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加关注

其对金融知识运用的能力[4]。Cude 等人指出，金融素养是人们

为了保证自身福祉，对其金融状况进行分析、管理的能力，包

括谈论金融问题、权衡金融选择、有效应对金融事件等能力。

Servon 和 Kaestner 认为金融素养是人们理解和运用金融概念

的能力。

Huston 对 71 项研究进行了调查，发现金融素养、金融知

识和金融教育这 3 个词在学术研究和大众媒体中经常被互换

使用，很少有学者试图定义或区分这些术语。Huston 强调，应

该将金融素养区分为两个维度，即理解（金融知识的掌握）和

运用（金融知识的应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金融素养的概念逐渐明确并得到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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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认同，金融素养、金融知识及金融教育这些被混用的词

语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也更加明晰[5]。起初，基于“素养”一词

对金融素养进行研究，金融素养被认为是金融知识 [6]。后来，

从金融决策出发，提出金融素养应该包括对金融知识的掌握

及其应用（强调经验和行为）两个方面[7]。简而言之，金融素养

应被区分为知识和技能两个维度，并通过金融教育帮助人们

掌握金融知识以达到提高金融素养、实现金融安全的目的，这

也正是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所普遍接受和采纳的方式[8]。

2 金融素养的测度

考查评估人们的金融素养，离不开具体的测度方法[9]。基

于问卷测试的方法获取金融素养指标被普遍采用，测试题通

常来自家庭问卷调查，涉及金融产品金融概念及一般的计算

技能，再以不同的方法汇总这些问题，得出被调查者的个人金

融素养水平。目前阶段对金融素养的测度主要存在以下两个

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将金融素养与金融知识混淆，用金融知识替代金

融素养进行测度[10]。这一问题相对普遍且从调查问卷的设计

上可见一斑。对比众多调查问卷不难发现，问卷所考察的问题

偏重金融知识，对金融技能的考察不多。基于前文对金融素养

含义的理解，金融知识只是金融素养的一个维度（知识），金融

素养实质上更加强调运用金融知识的能力（技能），而非金融

知识本身[11]。

另一方面，测度金融素养的指标所包含的内容不全面[12]。

Sandra J.Huston 认为全面测度金融素养至少应当使用以下 4 个

不同领域的指标：货币基础、借贷、投资、风险预防。如果指标

不能够全面涵盖上述 4 项内容，就会导致测度结果不够准确[13]。

近几年的研究中，依然存在指标内容不全面的问题，所使用指

标集中在货币基础和投资两个方面，缺少对借贷和风险预防内

容的考察，并且设计的问题较少，不利于全面测度金融素养。

Marcolin 和 Abraham 较早提出金融素养的测度问题。采

用客观金融素养指标测度金融素养水平是早期普遍采用的方

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客观金融素养测度过程中的一些不

足被提出。Lusardi 和 Mitchell 指出，对于一些问题，受访者虽

然选择了正确答案，但其是受访者的猜测，并非是受访者真正

了解其中的金融知识，这将导致调查数据质量的下降 [14]。由

此，主观金融素养指标开始逐渐被采用。遗憾的是，加入主观

金融素养指标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相关研究显示，主观

金融素养也会对金融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15]。

目前，对金融素养的测度以是否包含调查对象金融素养

的自我评估（即主观金融素养）为分类依据 [16]，一类仅仅测度

客观金融素养，一类同时考察主、客观金融素养[17]。哪一类测

度指标更加可信，仍然是有待解决的话题。

研究表明，一方面，主观金融素养会显著影响居民的金

融行为；另一方面，受访者的自我评价很难做到准确客观，往

往高估或低估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与客观金融素养的测定

结果不相符合，但两者的差距恰可以反映受访者金融素养的

真实水平。综合考察主、客观金融素养有助于得到更加全面

的信息[18-19]。

基于上述探讨，论文认为，金融素养测度指标既应增加金

融知识方面内容和其包含的问题，也应该增加金融技能的测

度内容。在金融知识方面，应至少包含 Sandra J.Huston 提出的

货币基础、借贷、投资、风险预防 4 方面的内容，并且按照 Kim
和 Mueller 曾提出的每一方面都应至少包含 3~5 个项目的测

度规则，每一方面应至少设计 3 个问题。在金融技能的测度方

面，应着重考察投资及投资组合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股票、

债券、基金及其风险和收益等，在设计这些问题过程中需满足

测度规则 [20-23]。按照上述的方法进行改进，有望能够更加全

面、准确测度受访者的金融素养，为后续研究金融素养与金融

行为的关系奠定基础。

3 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的对策

金融素养与居民的投资和融资决策密切相关，金融素养

水平高的居民更有可能进行合理的投资和融资决策[24]。因此，

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是一项长期且必要的工作。如何有效地

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

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在国家层面自

上而下地推进金融教育，同时，逐步完善金融咨询[25]。结合中

国的实际情况，实行金融教育应是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金

融咨询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金融素养在居民中存在巨大的异质性，即不同性别、不同

收入、不同家庭背景的居民的金融素养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为

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提供了一定

的依据。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居民的金融行为进行

金融教育，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其金融素养，帮助其识别风险、

合理地进行金融活动[26]。

此外，金融咨询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工作人员对消费者

进行有关金融产品咨询的过程中，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对金融

产品的了解，提高其金融素养[27]。但是，进行金融咨询的大多

数是有意愿购买金融产品的居民，金融咨询的受众有限，金融

咨询如何主动走近广大居民为其提供专业服务就是一个值得

思考的问题。由于金融咨询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部分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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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能为了提高业绩而促使消费者购买特定的金融产品。因

此，相关部门应加强职业监管，促使咨询机构人员客观、尽责，

帮助居民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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