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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0, Chinese investor education work has been reformed and transformed under the great attention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has gradually approached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investment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international mature capital marke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market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the investor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the events that endange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disturb the market order emerge in endlessly, 
the work of investor education in China is also facing new challenges. Therefore,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work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investor,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invest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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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投资者教育工作在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下得以改革和转型，逐步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投教体系趋近、
接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环境日益复杂化、投资主体逐渐多样化，危害投资者权益和扰乱市场秩序的事件层出不穷，
中国投资者教育工作也不断面临新挑战。因此，论文系统梳理了中外投资者教育工作的发展现状，以为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
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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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界定，投资者教育是

系统且全面地向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传播投资理论，传授投资

经验、培养投资技能、宣传理性投资观念、揭示投资风险、

明确投资者权利、义务及保护途径的社会活动。简言之，就

是监管当局或金融机构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让非专业或完全

不具备投资知识的入市者能方便快捷地学习到对其自身实用

的知识、技能，并提高其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其目的在

于提高投资者金融素养和对自我权益的保护能力，使投资者

通俗地了解其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应该采用何种应对措施，以

避免权益的损失或降低其受损程度。

2 国际投资者教育发展现状

当前，投资者教育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

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都一致认为投资者教育是转变

间接投资为直接投资、培育市场繁荣的重要手段。目前国际

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2.1 社会各界共同开展投资者教育

在欧美发达国家，投资者教育通常称为理财教育或消费

者教育，因此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主要有金融专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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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证券交易所、证券等金融专业机构等，以及教育机构，如

学校、私人教育集团等，共同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 [1]。

在美国，是美联储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下设金融知

识办公室专门负责投资者教育。同时，美国金融业监管局采

用媒体宣传和举办会议等形式，帮助投资者了解金融知识，

熟悉投资工具。美国证券公司向每一位投资者匹配一位投资

顾问，投资顾问直接面对投资者并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咨

询与教育服务，将投资者教育工作融入投资顾问的日常服

务中。

在英国，投资者教育工作的开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以政府和监管当局为主导的层面，英国财政部下设专门机

构负责在学校推广针对学生和教师的个人理财教育项目；同

时，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消费者关系部也单独设立了财务能

力战略部门，专门负责系统筹划和具体推动投资者教育工作。

二是行业协会和独立的专职教育机构层面，英国投资管理协

会主要组织从业人员参与实施投资者教育战略计划，并组织

专业的课程与考试、印制相关的教育手册等来加强投资者教

育工作的社会渗透度。

2.2 投资者教育开展方式多样化

日本在基础教育阶段即对高中学生进行证券等财经知识

的教育，同时为了普及教育，还会为教师提供了配套的系列

课程，且定期、不定期举办研讨会以提高投资者教育在基础

教育阶段的普及度。

澳大利亚在区分不同群体的基础上，主要通过举办专题

论坛、开设主题课程的形式为投资者和管理者提供教育服务，

同时还会面向社会和在校学生举办股票投资竞赛等 [2]。

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在其网站上开通了消费者帮助网

页，其中设置有投资产 品或服务介绍、消费者权利保护法规、

客户投诉及赔偿的方式及途径、日常投资相关问题这四大板

块。另外，该网页还包括针对学生和教师的特色内容。

美国针对广大年轻人群体，主要采用互联网的方式来普

及投资者教育，如投教主题小游戏、投教课程视频等。

2.3 注重投资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

韩国投资者教育委员会每季度组织一次女性投资者教育

活动，同时也专门针对老年人开设了一系列离线或在线投教

课程，并且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制定了互动式的金融课程，

还会定期为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举办了不同主题的财商夏令

营等活动。

综上，目前国际上，尤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从

监管当局到社会机构、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较为完整的投资

者教育体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值得中国借鉴和深思的一点，

即在成熟国家的投资者教育工作中，监管机构和法律法规的

约束力度与行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匹配，行业发展过分前

卫，而行业法律法规却较为落后 [3]。

3 中国投资者教育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投资者教育工作已经成为提高国民金融素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金融机构开展投教工作的主要目的开始

从被动地满足监管要求转变为主动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并且

大多数金融机构开始感知到投资者教育工作对公司发展和拓

展业务有直接帮助，因此也纷纷在投教工作上进行创新发展，

如建立线上或线下投教基地、结合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改革教

育方式。

这些变化体现了金融机构对投教工作认知的转变，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持续多年推进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发展前景

良好，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但

是，中国证券等金融行业的兴起与发展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

因此在投资者教育发展方面仍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3.1 投资者前期教育基础较为薄弱

从目前的市场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投资者开始接触财商、

金融专业的时间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绝大部分投资者缺乏长

期接受投教的意识。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能长期接

受专业且体系的投资者教育的群体占比尚且较少，而在未接

受较高等教育的群众中，这一部分则更加凤毛麟角。这一情

况对中国投资者教育的分层性和针对性提出了挑战，同时也

表明中国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

3.2 国民教育体系改革亟需政策的有效引导

目前，中国国民教育体系，尤其基础教育阶段，仍不太

重视投资者教育或者财商教育等相关内容，使得从这一体系

学习成长而来的个人投资者普遍缺乏金融基础知识。所幸，

这一情况已经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2013 年，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研

究制定了《中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并纳入其编写的《推

进金融教育国家战略》；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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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3〕110 号）明确要求“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1 号）明确要

求教育部要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提

高国民金融素养。2019 年，证监会、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下称《合作

备忘录》），提出推动证券期货等金融知识有机融入课程教

材体系，以大力提升国民金融素养。

从以上相关机构颁布的主要政策来看，我们可以发现：

政策颁布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政策条款越来越具体和相关

内容越来越落地；所涉及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性越来越强。

只是，投资者教育涉及到金融专业部门和教育专业部门的彼

此配合、共同协作，因此政策颁布与实施的持续性以及有效

性还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5]。

3.3 投教工作“重宣传，轻实践”的现象依然存在

不管是政府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在投资者教育工作开

展的过程中，缺乏对投教工作的长期战略规划，如在教育内

容的设计、教育渠道的选择上都还处于前期探索阶段，故使

得投教工作的开展较为零散，加之监管的政策要求，因此还

存在“重宣传，轻实践”的现象。

4 结语

综上，随着经济与市场的发展，中国投资者教育工作已

越来越受到监管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且也进行了许

多有益的创新尝试，但其系统性、专业性以及与国民基础教

育的衔接性上还有待加强、提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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