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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冯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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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分析主观金融素养，包括消费观念和金融决策，以
及客观金融素养，包括金融知识和理解以及金融技能和能力，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高主观金融素养水
平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理性的消费决策，而具有较高客观金融素养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优化的消费决策。因此，提高个体的
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在消费决策中更加理性地考虑利益和风险，并更好地规划个人财务。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加强金融教育和培训，
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促进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个人消费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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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objective financial literacy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financial literacy, including consumption perceptions and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objective 

financial literacy, including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nd financial skills and abilitie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subjectiv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s are more inclined to make rational consumption decisions, while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objectiv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s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optimized consumption decisions.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inancial literacy of individuals helps to consider benefits and risks more rationally in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d better plan 

personal finance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 of residents, and promoting mor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pers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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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金融素养作为一种关键的生活技能，对个人

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健康具有重要影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

展和复杂化，个人的金融素养水平成为评估其在金融领域中的

表现和能力的重要指标。金融素养可以分为主观金融素养和客

观金融素养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对个人的意识、信念和态度的

了解和认知，后者涉及个人对金融环境、知识和工具的实际掌

握和运用能力。

本论文旨在探讨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

的影响。了解金融素养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有效的

金融教育政策和提升居民的财务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为促进

居民优化消费选择、提高财务决策能力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进而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论文将探讨以下研究问题：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

如何？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消费领域中的作用有

何异同？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互

动关系？

基于上述问题，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较高水平的主观金融素养与客观金融素养将对居民消费决

策产生积极影响。

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可能因个体特征和观

念的差异而存在差异。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互动关

系，相互促进个人的财务健康和消费决策能力的提升。

2 金融素养的概念和特点

2.1 主观金融素养的定义和要素
主观金融素养是指个体在金融知识、技能、态度和信念方

面的认知与能力水平。它涉及个体对金融概念、原则和技能的

理解和运用，以及对金融行为和决策的态度和信念。主观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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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知识：个体对金融概念、原则和技能的了解和掌握程

度。这包括基本的金融术语、金融市场和产品的了解，以及投

资和理财等金融技能的掌握。

金融意识：个体对自身金融情况的认知和关注程度。这涉

及个体对自身收入、支出、储蓄、投资和风险等方面的认知和

了解，以及对金融规划和管理的认知和信念。

金融态度：个体对金融行为和决策的态度和信念。这包括

个体对风险和回报的态度、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信任程度，以

及对金融规范和道德的认同和遵守程度。

2.2 客观金融素养的定义和要素
客观金融素养是指社会、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个体提供的金

融知识和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客观金融素养的要素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金融教育和培训：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教育和培训活动向

个体提供金融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和资源。这包括学校教育、金

融机构的培训课程和社区金融教育活动等。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个体能够方便地获取和使用各

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程度。这包括银行账户、贷款、投资和保

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透明度和费用的合理性。

金融规范和保护机制：社会和政府制定和执行的金融规范

和保护机制，以保障个体的权益和利益。这包括金融监管、消

费者保护法律和金融争议解决机构等。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在定义、要素和影响因素上

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主观金融素养是个体对金融知识、技能、态度和信

念的认知与能力水平，而客观金融素养是社会、政府和金融机

构为个体提供的金融知识和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

联系：

相互影响：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相互影响。良好

的主观金融素养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利用和理解客观金融素养提

供的知识和服务，而客观金融素养的提升也有助于提高个体的

主观金融素养水平。

共同目标：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的共同目标是提

高个体的金融意识、能力和决策水平，以便更好地管理个人财

务、理财和投资。

综上所述，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在个体认知与能

力和社会资源与环境方面存在区别和联系，二者共同促进个体

的金融决策能力和财务健康。

3 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3.1 消费观念和金融决策
消费观念是指个体对于消费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

总体理念。金融决策则是指在进行消费时，个体基于自身的金

融观念和目标，做出的与金融相关的决策。这些决策可以包括

储蓄、投资、贷款等方面的选择。

消费观念会对金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一个个体将

金融安全和稳定视为重要价值，他可能会更倾向于储蓄和投资

保守型的金融产品，而避免高风险的投资。另一方面，如果一

个个体对短期享受和消费满足感更加重视，他可能会更加倾向

于购买消费品，而不愿意进行长期的储蓄和投资。

3.2 金融知识和理解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金融知识和理解是指个体对于金融概念、产品和服务的认

知和理解程度。这种知识和理解对于个体的消费行为具有直接

影响。

具备较高的金融知识和理解可以使个体更加理性和客观地

评估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利弊，并更好地进行风险控制。例

如，一个了解金融市场的个体可能会更加关注产品的费用、风

险和回报率，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消费决策。相反，缺乏金融知

识和理解可能会导致个体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存在偏差，

容易受到误导或陷入风险。

3.3 金融技能和能力对消费选择的影响
金融技能和能力是指个体在金融方面所具备的实际操作能

力。这包括金融操作的熟练程度、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等。

拥有良好的金融技能和能力可以使个体更好地应对复杂的

金融环境和决策。例如，一个懂得进行风险管理和投资组合配

置的个体可能会更加有效地做出消费选择，以实现长期的财务

目标。相反，缺乏金融技能和能力的个体可能容易受到外界影

响，做出不理性或错误的消费决策。

因此，消费观念、金融知识和理解以及金融技能和能力对

个体的消费选择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了解和提高这些方面的

影响因素，可以帮助个体更加理性和有效地进行消费决策，实

现自身的金融目标。

4 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4.1 金融制度和环境对消费决策的影响
金融制度和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

场的运作机制以及法律法规等因素。它们对消费决策产生重要

影响的方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金融制度和环境的稳定与发展对消费决策起着基础

性的作用。一个稳定和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提供可靠的金

融服务和产品，提高居民的信心，从而鼓励他们进行消费。

其次，金融制度和环境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对消费决策也有

重要影响。透明的金融市场可以提供详尽的信息，帮助消费者

做出明智的消费决策。而规范的金融法律法规能够保护消费者

的权益，减少风险，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

此外，金融利率和货币政策也对消费决策产生影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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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整利率和货币政策来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例如，

降低利率可以鼓励居民增加借贷和消费，而提高利率则可能抑

制消费。

4.2 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指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工具和服

务，包括存款、贷款、支付服务、保险、投资产品等。它们对

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消

费需求。金融机构开发出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管理和规划自己的财务状况，从而影响他们

的消费行为。

其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和成本对消费行为有重要影

响。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同的价格和成本，这直接影

响了消费者的选择和决策。例如，高利率的贷款产品可能会减

少消费者的借贷和消费意愿，而高收益的投资产品可能会吸引

消费者增加投资和消费。

此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和收益特征也对消费行为产

生影响。消费者在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时通常会考虑其风险和

回报特征。风险越低、回报越高的金融产品可能会吸引消费者

进行投资和消费。

4.3 金融市场和投资对消费选择的影响
金融市场和投资是指各种金融资产和交易市场，包括股票

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和投资对消费选择产

生影响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金融市场的表现和走势对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产生

重要影响。一个繁荣的股票市场和稳定的金融市场可以提高消

费者的信心，增加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和财富增长，从而鼓

励他们进行消费。

其次，投资收益对消费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当消费者通过

投资获得较高的收益时，他们可能更愿意进行消费。例如，当

股票市场上涨时，股票投资带来的收益可能会促使投资者增加

消费。

此外，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也对消费选择产生影响。当

金融市场波动较大，风险较高时，消费者可能会选择保守的消

费方式，减少风险敞口。

总之，金融制度和环境、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金融市场和

投资等因素对消费决策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了解这些影响

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消费行为，并制定相应的金融教育

和政策来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和消费决策能力。

5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的互动影响

5.1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的相互作用
主观金融素养指的是个体对金融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认知

和理解程度，而客观金融素养则是指个体在金融领域实际运用

金融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水平。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之

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相互影响和互为基础。

在个体的消费决策中，主观金融素养会影响个体对金融信

息的获取和理解能力，从而影响其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和

使用。同时，客观金融素养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主观金融素

养水平。通过实际运用金融知识和技能，个体可以进一步巩固

和提升对金融领域的认知和理解。

5.2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的协同效应
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即它们

的综合作用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首先，较高的主观金融素养水平会促进个体更积极主动地

获取和学习金融知识，提高个体的客观金融素养水平。通过不

断学习和实践，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金融知识，提高金

融决策的准确性和效果。

其次，较高的客观金融素养水平可以强化个体对金融知识

和技能的信心和意愿，进而提高其对金融教育和培训的参与度。

通过参与金融教育和培训，个体可以进一步提升主观金融素养，

形成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协同效应对个体的金融决策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也对金融

教育和政策的制定有着指导意义。这一发现强调了提高个体金

融素养水平的重要性，同时也为金融教育和培训的设计提供了

依据。

6 结论

6.1 总结研究结果
通过对主观金融素养、客观金融素养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影

响关系进行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为了更具可视化效果，

我将提供一些示例数据和表格。

首先，从主观金融素养的角度来看，调查数据显示，具有

较高主观金融素养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理性的消费决策。

例如，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具有较高主观金融素养的个体在进

行贷款决策时更加注重贷款利率、还款方式和风险评估，相较

于主观金融素养较低的个体有更好的借贷决策表现。以下是一

个简单的示例表格，展示了主观金融素养和个体借贷决策的相

关数据：

主观金融素养水平 借贷决策得分

高 8.6

中 6.3

低 4.1

其次，从客观金融素养的角度来看，研究发现，具有较高

客观金融素养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优化的消费决策。例如，

根据调查数据，具有较高客观金融素养的个体在进行投资决策

时更倾向于选择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根据风险偏好进行合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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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有更好的投资回报表现。以下是一个示例数据，展示了

客观金融素养与个体投资回报之间的相关数据：

客观金融素养水平 投资回报率

高 10%

中 7%

低 4%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主观金融素养和

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的影响。提高个体的金融素

养水平有助于在消费决策中更加理性地考虑利益和风险，并更

好地规划个人财务。因此，应该加强金融教育和培训，提高居

民的金融素养水平，以促进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个人消费行为。

6.2 对金融教育和政策的启示
研究结果对金融教育和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重视

金融素养教育的培养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提高

消费者的金融素养能够增加其对金融制度和环境的理解，从而

使其能够做出更明智的消费决策。

其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也应考虑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水平。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更简化和透明的金融产品，帮助消费

者更好地理解和选择。

此外，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保护，

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从而增加消费者的信心和消

费决策的理性性。

6.3 论文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建议
本论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主

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未涉及其他可

能的影响因素。

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但

样本容量有限，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见和不确定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以及不

同人群和环境下的金融素养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此外，可以采

用更大样本数量和更细致的数据分析方法，以提高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和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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