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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关于金融教育和金融意识的原则及良好经验建议 

2005 年 7 月理事会的建议 
 

理事会， 

考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0 年 12月 14 日公约第 5b 条款； 

 

考虑到金融教育一直以来在帮助消费者有效地做预算、管理收入、储蓄和有效投资，同时避免

金融犯罪和被欺诈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考虑到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而消费者要为其金融选择，尤其是在退休储蓄方面要承担更多的责

任和风险。而对于金融市场和经济本身而言，受过金融教育的人在确保足够的投资和消费者保

护以及便利其运作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考虑到近年来一份 OECD 国家金融识字率的调查显示：消费者的金融知识不足，且缺乏需要

金融教育的意识； 

 

考虑到 OECD 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政府和相关公共、私人部门（国家及地方层面以及监管实

体）能够从关于金融教育和金融意识的原则及良好经验的国际指南中获益； 

 

考虑到其实施过程不得不把各个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因素纳入其中。因此，这些国别差异

决定了成功的金融教育对于特定受众而言应该使用不同的方法； 

 

同样考虑到《良好经验建议》的实施需要将金融机构的多样性考虑进来，因此它并不排斥相关

的商业活动，同时国家级金融协会也被视为《良好经验建议》子集中的重要参与者。 

 

金融市场委员会的建议： 

 

建议成员国促进金融教育，提高金融意识。 在此方面，政府和相关公共、私人机构应适当考

虑实施本建议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于附件中的《关于金融教育和金融意识的原则及良好经验

建议》。 

 

请成员国在与金融教育及意识相关的公共和私有部门（营利和非营利）宣传《良好经验建

议》。 

 

请非成员经济体适当考虑本建议书，并在与金融教育及意识相关的公共和私有部门（营利和非

营利）加以宣传。 

 

请成员国在金融市场委员会，保险委员会及私人养老金工作小组中确定金融，保险和养老金教

育领域更进一步的良好经验。 

 

指导金融委员会交换和重新审视关于本建议书的实施进展，并在本建议书被采纳前、采纳后 3

年内以及此后向理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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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教育和金融意识的原则及良好经验 

 

I. 原则 

 

1. 金融教育可被定义为：通过该过程，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能提高对金融产品、其内涵和风

险的理解。在信息指导和客观建议下，提升识别金融风险和机会的技能和自信，从而做出

知情选择。知道在何处寻求帮助, 并且能够采取有效行动来提高金融福利。金融教育因此超

越了仅提供金融信息和咨询意见的层面。金融咨询，尤其是在保护金融消费者（例如，契

约关系中的消费者。）方面应该一如既往地得到管制。 

 

2. 应该推广基于适当信息和指导基础上的金融能力建设。金融教育应该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来

提供。项目应该得以有效的协调和发展。 

 

3. 金融教育项目应有所侧重。根据不同的国情，这些问题可能包含金融生活计划的重要方

面，例如基本储蓄、私人债务管理或保险以及作为金融意识先决条件的基础：金融数学和

经济学等。应鼓励未来的退休者认识到评估其现存私人或公共养老金计划是否足够的必要

性，从而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 

 

4. 金融教育应被纳入监管框架之中，并与金融机构管制（包括金融信息咨询管制）和消费者

保护一道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信心和稳定的工具。推广金融教育并不是金融管制的替代

品，而是其互补品。金融管制在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例如避免被欺诈）依然起着最关键

作用。 

 

5. 当起到关键作用的财务能力出现不足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其它要考虑的政策工具是消费

者保护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不限定自由订立合约的前提下，针对不合理的金融教育以及

被动和懒惰的行为要考虑设立相应的默认机制。 

 

6. 应促进金融机构在金融教育中的作用，并使其成为涉及金融客户方面良好公司治理的一部

分。不仅在提供金融信息及咨询方面，而且在增进客户的金融意识，尤其是涉及到长期和

一定程度的当前和未来收入的承诺上，应鼓励金融机构增强信誉度和责任感。 

 

7. 金融教育项目应根据目标受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教育模式的偏好来因材施教。尤其当考虑

到日益复杂的市场、在生命不同阶段上多样化的需求以及日趋复杂的信息时，金融教育应

被视为一个终身持续进行的过程。 

 

II. 良好经验 

 

A. 公共金融教育行动 

 

8. 应鼓励国家宣传，使人们认识到提高金融风险理解力的必要性。同时通过合理储蓄，保险

以及金融教育来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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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融教育应该从学校开始。人们应该从小就得到金融方面的教育。 

 

10.  应考虑将金融教育作为国家福利辅助方案的一部分。 

 

11.  在国家及地方的公共层面，应鼓励适当的专门机构（可以设置在现有权威机构中）负责促

进金融教育。靠近群众的私人方案也应当加以推广。 

 

12.  应使用特殊网站向公众提供相关的、界面友好的金融信息。应发展免费信息服务。针对可

能产生重大金融后果的问题（包括欺诈），应该为消费者、从业人员以及机构组织建立预

警系统。 

 

13.  应加强国际金融教育合作，包括将经合组织作为交换国内金融教育最新经验的平台。 

 

B. 金融机构在金融教育中的作用 

 

14. 应鼓励金融机构向其消费者提供特定类型的信息（包括在何处获取信息和不同产品风险收

益的客观对比信息）。 

 

15. 应鼓励金融机构明确区分金融教育、金融信息和商业金融咨询。任何具有商业目的金融建

议都应该保持透明。应明确披露任何具有商业性质的金融教育举措。对于涉及长期承诺或

有重大金融后果的金融服务，应鼓励金融机构检查客户是否阅读并理解其所提供的说明

书。 

 

16. 应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不同层面的信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避免出现小字号写的深奥信

息。 

 

17. 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教育应该得到评估从而确保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可以通过与独立非

营利的金融实体合作来实现。这些实体可能与消费者，尤其同那些在金融市场参与度方面

处于不利地位的消费者有更多的联系。 

  

18. 应鼓励金融机构对其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在投资和借贷信息上建立一般的行为准则。 

 

C. 为退休而储蓄 

 

19. 为了让使用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人能够管理其将来的退休储蓄和收入，应鼓励金融机构提供

适当金融信息和教育。 

 

20. 在职业规划方面(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及教育应与职业规划保持一致)，应发展相应的政策工具

并界定好缴费及福利规划来为员工提供金融教育，提高其金融意识。 

 

D. 金融教育方案 

 

21. 应加强金融教育以帮助消费者弄清事实、认清利弊以及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应促

进行为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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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提高金融教育方案评估方法，满足相关条件的金融教育方案应该得到官方认可。 

 

23. 应予以推进针对每一个金融教育方案和居民群体而制定的关于研究内容和成果水平的指

南。 

 

24. 为增强覆盖面，应加强使用各种媒体来传递教育信息。 

 

25. 考虑到投资者、消费者的不同背景，应鼓励金融教育为不同的团体（年轻人，教育程度较

低着，弱势群体）设计不同的方案。金融教育可通过论坛或是个性化的金融咨询与个体联

系起来。 

 

26. 对于需要使用教室的教育应推进正规化教育和教师资格要求。应培训教育者并为其提供特

殊的信息及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