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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P2P 的非理性投资 

看金融普及教育的国家战略 

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廖理教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认为随着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普通民众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降低，但是民众也因此面

临更多的风险，建议我国建立金融普及教育的国家战略。 

一、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民主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金融数据提供了一个考察普通民众金融参与状况的研究平

台。研究显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普通民众参与金融市场的

平台，但也让民众投资更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中，从数据来看，普通民众

还不具备完全识别风险的能力。在我国的 P2P网络借贷中，部分省份的

借款者明显受到了投资者的“歧视待遇”，但这种歧视是非理性行为。 

1. 互联网金融降低了民众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有助于推动

金融民主化进程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金融市场的门

槛，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参与的资金门槛降低，目前许多理财产品

投资者 1元即可购买；其次，参与的时间成本降低，投资者用手机、电

脑可随时随地便捷参与金融市场。这对我国金融民主化是一个强有力的

推动，也是让老百姓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 

2. 更多的金融参与意味着更多的风险暴露，但普通投资者尚

不具备风险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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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热情源于对金融产品收益的追逐，但是

更多的金融参与意味着更多的风险暴露。研究显示，我国很多民众投资

者无法科学地识别金融产品背后的风险，从而导致很多非理性投资行

为。包括：（1）投资于完全不了解金融产品，例如，很多民众投资者不

了解认股权证和认沽权证有到期日，非理性地交易无价值的权证产品；

（2）不了解风险和预期收益的匹配性，例如，盲目追求高收益的金融

产品，不能识别金融诈骗手段，很多金融欺诈所宣称的收益远远超出合

理的收益区间，但是投资者不能识别；（3）仅凭“感觉”做出投资决策，

例如，在互联网金融的投资中，有偏见性地做出投资选择，造成投资结

果的非理性。 

二、 金融普及教育国家战略的学习与借鉴 

1.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金融普及教育提升为国家战略 

英美两国作为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金融普及教育

起步较早且始终走在世界前列。美联储自 20世纪 30年代以来就积极倡

导金融知识普及教育，英国金融管理局早在 1998年就开始启动有目标、

有组织、有重点的金融普及教育。2003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发颁布

的 FACT法案中“金融普及教育促进条例”，明确提出设立专门的金融普

及教育委员会，将金融普及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6年该委员

会发布了“掌握未来，美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该战略进入执行阶段；

2011年，作为战略执行的反馈和补充，委员会又发布了“促进美国的金

融成功，美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 

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分别于 2009 年、2011 年制定出金融教

育国家战略。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把金融普及

教育的国家战略提上日程。 

2. 美国“金融普及教育国家战略”的组织与宗旨 

金融普及教育委员会是美国金融普及教育国家战略的主要组织者

和推动者，财政部和美联储是其核心成员（财政部部长兼任委员会主

席），包括教育部、国防部、劳工部、住房与城乡发展部等在内的 20家

联邦政府机构协助其工作。 

美国金融普及教育的国家战略目的在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

动国民金融素养的提高。为达到此目的，委员会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包

括：（1）建立国家金融教育网络，致力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

（2）建立国家金融教育数据库，分享金融教育信息、想法和实践，有

效促进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非盈利机构之间的交流；（3）组织金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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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此领域的优先研究方向和热点问题

等。 

3. 美国金融普及教育的主要内容 

美国国家金融普及教育从三个维度开展：（1）生活事件的维度，从

居民出生到工作退休，针对人生不同阶段的重要事件提供信息支持；（2）

不同人群的维度，针对不同职业的人群在生活中所需要做出的经济决策

提供信息支持；（3）分析工具的维度：提供针对理财、存贷款、保险等

金融产品的基本分析工具。 

从内容来看，金融普及教育主要关注个人储蓄教育、房产所有权教

育、退休储蓄教育、信用风险教育、纳税人权利教育、大众投资者教育、

青少年早期金融教育等多个层面，覆盖了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三、 建议我国推进金融普及教育国家战略 

1. 我国开展金融普及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普通民众更容易接触到各类金融产品。研

究表明，我国居民普遍存在金融知识匮乏、风险意识淡薄的问题，缺乏

金融基本知识的民众在面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产品时，更容易出现盲目跟

风、非理性交易、过度负债、参与非法集资等行为，这对我国金融业的

发展、社会的稳定，国民整体福利的提升都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经济发

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积极开展金融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金融知识水平，

才能有效地帮助普通民众做出更合理的经济决策。 

2. 对我国推进金融普及教育国家战略的建议 

推进我国金融普及教育国家战略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1）将金融

普及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建立施行金融普及教育政策的执行机

构，明确机构职能，提供法律依据；（2）建立科学的“金融知识”评价

体系，通过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衡量个人的金融知识水平；（3）建立金

融教育信息和资源的分享平台，汇集政府机构、企业、非盈利组织和高

校等各方面的金融教育信息和实践经验；（4）将金融教育加入到国民教

育体系中，加强学生的金融教育；（5）加强对金融教育和投资者行为相

关的专题研究，为战略的执行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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