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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lement China'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links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young people. At present, the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of teenagers i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lack of learning interest motivation, low quality of financial teaching, lack of teachers and weak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y have formed a set of mature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this paper uses SWO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eenagers in 
various forms and angles, strengthen the experience of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uild a professional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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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时代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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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金融科技教育是落实中国全民金融素养的重要手段，也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当前，青少年金融科
技教育面临学习兴趣动力不足，金融教学质量不高，师资不足，研究薄弱等挑战。纵观发达国家的金融教育，他们已形成一
套成熟的教育系统。论文结合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的现状分析，采用 SWOT 分析法从内外部环境分析，提出多形式、多角
度提升青少年金融科技水平，加强金融科技的体验感和打造一支专业的金融科技科普队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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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

变化，财富的积累，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消费行为

也有了改变。然而，在社会信息持续推进下青少年存在过度

消费、攀比消费等不健康的财富观。近几年，中国对青少年

金融科技教育的重视，一些地区也如火如荼开展了有关的探

索和研究，开展互联网经济时代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研究，

是建立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升中国国民的金融素养

的重要内容。

2 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的现状及 SWOT 分析

法的适用性

2.1 金融科技的内涵以及重要性

金融科技，其最早由 Noctor、Stoney 和 Strading（1992）

界定，提出“金融科技是用来管理财富的能力，该能力可以

使人正确判断决策的有效” 
[1]，Lorenzo（2013）认为金融科

技与后天习得或可以通过经验获得的金融知识和能力。全球

学者在金融知识、金融行为、获取方式和能力等各方面提出

了不同的见解。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消费的便捷和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金融科技教育的提升是财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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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商、情商的重要补充，它为人们认识金融，倡导合理消费、

正确消费以及健康消费提供基础保障，利于个人财富的积累，

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金融科技有着对象的广泛性和内容的前沿性。我们熟知

的移动支付和电子钱包以及在线理财平台、互联网借贷平台、

个人理财平台都已成为主导公众理财和生活方式，从 2018 年

全球 Fintech100 的数据来看，前 10 名中国占据一半，中国已

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中心。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

的深度融合，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结果，

是公众关注的科技热点，它有着公众对金融科技的需求，也

是创新城市的创新驱动。

2.2 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的现状

论文结合实际开展的青少年科普活动和群体特性，将青

少年定义为“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各小学、初高中的在校学生”，

在考虑青少年主观意识的心理特征的基础上，由美国金融科

技教育委员会 2007 年提出的“金融知识与应用的结合，以青

少年拥有并做出正确的金融决策的能力”作为基础，在科普

活动过程中去发现并研究分析青少年金融科技供给的建议。

金融科技发展的今天，全球已超 40 个国家（地区）将

金融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中国央行也于 2013 年牵头制定出

了《中国金融教育国家战略（初稿）》[2]，对青少年金融科

技的提升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当前青少年群体当中，金

融意识不强、风险甄别能力低、盲目消费现象还是十分普遍。

另外，细观身边的青少年消费行为，也不难发现，不论家庭

条件如何，出手阔绰仍然在一些同学身上出现，这些都反映

出中国青少年金融教育有所滞后，因此对青少年开展金融科

普教育，提升青少年金融科技水平便显得尤为重要。就现阶

段来说，中国青少年金融科技现状具有以下表现。

2.2.1 家庭对青少年金融科技认识性不够

大部分家庭都比较重视青少年教育，并在小孩的教育上

花销也较大，同时也通过各种特长班去促进小孩的全面发展。

一部分家长，在青少年的学习和健康方面更为关注，时而给

孩子输送“只要学习好，赚钱是大人的事”这种错误的观念，

甚至给孩子担当“提款机”角色，并用金钱作为物质奖励；

另一部分家长，担心孩子过早金钱，风险高，容易让孩子误

入歧途。这些都在一定程序上制约了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的

普及。

2.2.2 青少年金融相关的学习多为碎片化，未成体系

目前，青少年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学习渠道较多，学

校一般采用教师以名人案例或思想教育等方式，对学生进行

金融知识的引导式学习，而涉及具体的金融法律常识、互联

网金融、科技金融以及金融风险防范等内容，学校因缺少专

业教师和课程的支撑而缺失这部分的教育，使青少年金融科

技的提升受到较大的阻碍。

2.2.3 中国缺少金融科技培育的教育环境

从社会层面来说，大多数学生或家长都希望金融教育可

以提高金融科技，为今后的学习、未来生活或工作带来长远

而有益的影响 [3]。在青少年的金融科技方面，中国缺乏政策

的有力保障和指导意义的相关规划引导，让金融科技的科普

活动在中国青少年金融教育方面深入开展。

2.2.4 青少年对金融科技的提升具有模糊性

虽说青少年有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觉悟，但面对

学习成绩、考试压力，他们和家长都有着担心金融知识的学

习会占用学习时间的顾虑，甚至大多数青少年有着金融知识

的学习可学或不学的想法，从而加大了中国青少年金融科技

教育工作的阻力，同时也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青少年金

融教育的差距。

2.3 SWOT 的适用性

青少年金融科技提升是建立在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

的基础上，对青少年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可以围绕金融教育

过程中的创新与发展，实现青少年自主学习、多元学习，提

高自身的金融知识水平，达到推广金融科技知识，树立金融

科技理念，实现提升金融素养的目的。但青少年金融科技提

升过程中无法避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各层面的影响，论文运

用经济学领域中的 SWOT 分析法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过程中

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

威胁（Threat）并进行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分析，运用这一方法，

可以在分析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的优势和劣势上，寻找到适

合青少年金融科技提升的方法，破解影响青少年金融知识普

及的威胁，以加快中国青少年金融科技的提高。

3 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的 SWOT 分析
3.1 优势（Strength）

3.1.1 提高青少年金融教育质量

近几年，中国对青少年金融教育的重视，有关的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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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某些地区在中学也进行的试点工作，

这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金融教育质量提出了要求。

3.1.2 青少年金融知识接收渠道的专业化

青少年金融知识一方面从学校老师，父母言传身教和朋

友言谈中获得，一方面从互联网多媒体获得，越来越多的金

融行业或相关培训机构也应市场需求，通过自身优势，开展

专业性金融培训，让青少年接收专业化、系统化的金融科技

知识。

3.1.3 树立全民金融风险的防控意识

树立风险防控意识是金融教育的目的之一，互联网时代

的金融风险使全民更加担心财富的损失，主动提高了全社会

的风险防控意识。因此，金融风险不仅是金融专家的事情，

更应该是全民参与金融风险的学习和建立好风险防控屏障。

3.2 劣势（Weakness）

3.2.1 青少年接受金融教育的态度问题

青少年在金融教育上，态度是矛盾的，面对考试课程和

金融课程上，有着选择上的顾虑 [4]。如果金融课程产生效果

不佳的话，更容易遭到学生和家长的排斥，对金融教育的有

效展开影响巨大。

3.2.2 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信息错位问题

家庭采用言传身教，学校采用课堂教育，社会则以广告

宣传等不同方式向青少年传播金融知识，使青少年产生多套

知识体系，甚至出现知识点的冲突或错位，让青少年在遇到

消费冲动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

3.2.3 金融教育体系整合性问题

金融教育体系不仅是传播渠道的整合，也是对教育内容

的整合。然而，目前有着前沿技术，金融专业人才和优质的

教学资源，但缺少金融教育知识内容体系框架的整合性操作。

3.3 机会（Opportunity）

3.3.1 符合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

在社会各种诱惑下，青少年对各类金融陷阱防不胜防，

尤其在手机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某一个小的尝试可能就演

变成一场大的风险事件，损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和家庭和睦，

因此，将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是符合互联网金

融发展趋势的。

3.3.2 来自政策性引导

2013 年，中国央行提出“金融教育国家战略”，近几年，

学校将金融知识搬进课堂，金融行业也纷纷响应政策，利用

自身专业优势，采用金融讲座进校园方式，将金融知识精华

制作成易接受易理解的内容向青少年输送，同时也是在金融

市场寻找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3.3.3 助力金融行业的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永远是国家发展的基础，青少年正处于人才培

养的关键时期，是国家新生力量的代表，在科技金融高速发

展的今天，全面提高青少年金融教育质量，有助于中国未来

经济的健康发展。

3.4 威胁（Threat）

3.4.1 现在师资缺乏金融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

目前，青少年所在的学校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业教

师匮乏，加上繁重的教学工作和任务，金融教育教学团队动

力存在不足，从而对青少年金融教育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3.4.2 金融生态环境复杂，治理难度大

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国

家也日益重视诚信环境的治理，由于长期信用机制缺失，对

失信者惩罚难以到位，加剧了金融风险案例的发生，对青少

年金融教育增加了阻力。

3.4.3 高科技金融知识和技术，普及、推广难度大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支撑和服务经济发展转变的着力

点，但是科技金融有着难以科学化计量、科技成果虚拟性和

依附性等特点，这使在进行青少年金融教育过程中，对科技

金融相关知识点的普及和推广工作开展不利。

4 解决青少年金融科技教育问题的对策
4.1 开展多元化的青少年金融科普工作

通过微信公众号、专题讲座、校园银行演示和现场操作

等多种形式开展青少年金融科技科普活动，同时也通过多媒

体正确引导大众消费观，组织家长、学校、金融机构等社会

互动式推进青少年金融科技的实践 [5]。

在家庭方面，鼓励父母为孩子做榜样，转变传统金融教

育的误导性观念，督导孩子合理规划日常消费，帮助孩子树

立健康的财富观、消费观和金钱观。在学校方面，孩子成长

关键时期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对学生

遇到的金融风险事件要积极应对，主动引导青少年金融安全

意识和正确处理问题。在社会方面，如金融机构或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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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青少年成长阶段特性，有针对性地面向青少年金融科

技感兴趣知识，提高青少年金融科技的积极性。

4.2 深化金融服务，增强青少年对高科技金融的体

验感

金融行业是金融科技科普的技术打造者，在金融科技领

域要从青少年的心智、学习条件等多角度，深层次地思考青

少年的所想所求，使学习者有较强烈的真实感和代入感，可

采用金融事件、金融现象、金融应用以及金融热点话题，以

点带面的轻松方式，让青少年学习到更多的金融知识。

金融机构可借助行业优势，开发针对青少年金融科技产

品和服务，技术方面，可以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以及物联网技术向青少年展现。产品服务方面，凭借

P2P、基金定投、众筹等成熟的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进行体验，

安全方面，围绕青少年身边事，在支付、电信诈骗以及个人

信息泄漏等内容，以“案例 + 技术”结合方式教授青少年如

何应对和防范金融风险，让青少年体验科技带来的金融变革，

同时也提升青少年金融科技认识。

4.3 合理利用优质资源，打造“教育 + 金融”专业性

强的金融科普队伍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政府、行业、

学校以及家庭，要利用优质资源，合力打造“教育 + 金融”

专业性强的金融科普队伍，互联网、科技金融、新媒体等多

领域与学校专业教学团队组建科普团队，在科普活动过程中，

在相关政策引领下，结合金融教育所遇问题、金融科技科普

发展趋势和青少年金融科技的需求，以市场环境为基础，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金融教育的闭环整合，以加大金

融科技信息传播的广度，提高青少年金融科技学习效率，加

快针对性强、易接受、受益面广的金融科技科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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