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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家庭金融素

养水平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金融素养的匮乏从主观角度限制了家

庭利用金融市场谋求自身发展的能力。因此，研究金融素养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可以在共同富裕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

为了从微观视角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借鉴现有文献中

的共同富裕微观评价体系，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对家庭的

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选择利率认知、通货膨胀认知、风险判断、对金融与

经济信息关注程度和对金融市场的了解程度等 9个问题，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家庭

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测度。在实证分析中，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金融素养对

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考察该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与财富规模异质性。此

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与家庭风险厌恶水平在金

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

作用在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均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于农村家庭和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而言，提高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更大。此外，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得出，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家庭

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和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水平两条中介渠道促进共同富裕。基

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要重点提升农村家庭和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的金融素

养水平；同时，加大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保障家庭投资者在资产配置过程中的

合法权益，充分发挥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在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效

应。

关键词：共同富裕 金融素养 金融资产配置 风险厌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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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embodies the common ideal of all the people. Finance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family life, and the level of financial literacy of familie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ability. The lack of

financial literacy subjectively limits the ability of families to utilize the

financial market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we can fully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financ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from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s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individu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measures the family's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terial wealth, spiritual wealth, and social sharing. In

this paper, we selected nine questions, such as interest rate cognition,

inflation cognition, risk judgment, attention to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used factor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households.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y establishing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Furthermore,

by introducing interactive items, it examines the urban-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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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and wealth scal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In addition,

the paper u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usehold risk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and family risk aversion level

i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is promot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 wealth, spiritual wealth,

and social sharing. Moreover, there are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and

wealth scale heterogeneity in this promotion effect. For rural families and

families with smaller wealth scales, 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inancial literacy of families ca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wo intermediary channels: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risk assets held by households and reducing the level of risk aversion of

familie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those with

smaller wealth.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mily

investors in the process of asset alloc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isky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literacy for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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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我国进入了脚踏实地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

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重

大部署，并提出了“到 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1）强调，共同富裕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科学

内涵，既要求全体人民的富裕，也要求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全面富裕。罗楚亮等

（2021）通过分析 2013-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得出我国目前的收入

差距总体较高且呈相对稳定状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22）》

图 1.1 2003-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图 1.1 列示了国家统计局 2022 年 5 月公布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列示的

2003-2021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基尼系数自2003

年后一直高于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 0.4，并于 2008年达到最大值 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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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虽略有下降，但仍处于呈现高位徘徊的状态。除此之外，在解决了绝对收入

贫困的基础上，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农村地区的教育文化投入、社会保障、健康与

医疗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一定不足。因此，后扶贫时代除了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

平，还应重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供给等多方面的公平。由此可见，积极

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对于踏实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是保障社会公平、

提高弱势群体收入并提升其自身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此类弱势群体得到的金融

支持较少，主要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两方面原因。首先，由于金融市场参与门

槛、贷款抵押物等方面的要求，从客观上将弱势群体排除在金融服务对象之外。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服务向基层下沉，为弱势群体提

供了更多的投资和融资机会。其次，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弱势群体

在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排斥。吴本健（2017）

认为，金融素养水平较低是导致家庭出现自我排斥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银

行分别于 2017年、2019年和 2021年从金融知识、行为、态度等维度上，对我

国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开展问卷调查。根据 2021年公布的最新金融素养

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为 68.06，而农村居民的平均

金融素养仅为 64.41。此外，月收入在 2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明

显低于高收入人群。因此，我国农村和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水平偏低，从主

观角度严重制约了他们通过投资和融资决策获取金融福利。在此背景下，本文拟

从家庭这一微观主体入手，探讨提升家庭金融素养能否促进共同富裕，为充分发

挥金融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1.1.2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现有文献多从宏观角度构建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此类

宏观指标有利于评价某个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但是对家庭之间存在的异质性较

少考察。本文参考张金林（2022）构建的共同富裕微观评价体系，主要从物质富

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方面来评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从微观层面测度

共同富裕水平有助于探索家庭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性，从而为探讨如何从微观角

度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依据。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从财富、收入或者财富差距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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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度探讨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本文基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从金融行

为、风险态度两方面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对家庭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和社会共享的

影响机制，将家庭金融素养的相关研究拓宽到共同富裕层面。

从现实意义上讲，我国现阶段已摆脱了绝对收入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

为现阶段的主要发展目标。本文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分析

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家庭金融素养不仅对家

庭的物质富裕具有促进作用，还能提升家庭的精神富裕和社会共享水平。本文进

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到，提升农村家庭与低财富水平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对微

观层面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更大。这意味着，金融素养普及工作应向农村家庭和

低财富水平家庭倾斜。此外，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验证了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可

以通过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

富裕，有助于为从微观家庭视角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提供思路。

1.2文献综述

1.2.1共同富裕相关文献

（一）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的思想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礼记》中最早阐释了中国古代的

大同思想，描绘了天下为公、人人能享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

展现了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在党的

多次会议中被提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通过深入考察当时我国的

经济发展状况，主张“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使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

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新时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为共同富

裕的实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十九大报告

正式提出，到 21世纪中期，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在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诠释方面，一些学者只是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角度来

进行论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精神文化、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维度也包括在

内。周文（2022）提出“共同”和“富裕”展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

关系。“富裕”体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共同”则代表了“富裕”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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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性质。郁建兴（2021）提出共同富裕要以发展性为前提；其次，要满足共享性

这一核心目标，体现出“公平”“共同”等概念；最后，发展性和共同性都要满

足可持续的条件。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要求物质、精神等维度的

全面富裕。刘培林（2021）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阐释了共同富裕的科学

内涵，从政治角度看，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理念；从经

济角度看，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财富又包括精神成果，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生活与

全面发展；从社会角度看，共同富裕体现了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大多数的社

会结构，有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杨静（2018）着重强调了精神贫困成为共

同富裕发展过程中的严重阻碍，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应当给予足够

的关注。

综上所述，尽管诸多学者对共同富裕的具体内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可

以分为以下三个维度，首先，共同富裕代表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次，共同富

裕代表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最后，共同富裕代表了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测度

目前，对共同富裕的定量研究较少，各个学者提出的衡量指标也不尽相同。

早期，研究者们使用基尼系数等指标从收入差距的单一维度进行研究。然而，这

种衡量方式仅考虑了贫富差距，无法反映财富总水平的变化。单凭基尼系数的降

低，无法判断究竟是“共同贫穷”还是“共同富裕”。认识到这一问题，诸多学

者将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均衡分配一起纳入共同富裕评价体系。邹克（2021）认为

共同富裕应该具有“高财富、高平等”的特点，并利用了收入子系统、平等子系

统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了共同富裕的定量评价指标。共同富裕则是“收入增

长”和“平等程度提升”两个过程耦合的结果。万海远（2021）将共同富裕分为

“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并分别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数

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衡量。

在兼顾收入增长与财富分配的前提下，众多学者进一步考虑了共同富裕的多

维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将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维度纳入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

陈丽君（2021）在共同富裕的指标构建中，在考虑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了教育、健康和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诸多维度。

申云（2020）从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建立了一套农村居民共

同富裕的测度体系，全面地体现了农民的收入、生活便捷性、社会保障和科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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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服务的水平。吕新博（2021）从多维贫困的视角提出，当某一地区的多维贫困

发生率趋近于零则可认为该地区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并从教育、生活水平、健康、

生活环境四个维度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评估。从微观角度，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

每一个个体的发展情况，张金林（2022）使用 CHFS微观数据，以家庭为测度对

象构建了个体共同富裕衡量指标体系。该微观指标主要考察了家庭的物质富裕和

精神富裕状况，并综合考虑了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为从微观角度

测度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的主要

维度和选取的具体指标，如表 1.1所示。

表 1.1 共同富裕指标的测度方法汇总

测度对象 代表文献 评价维度 主要指标

国家 万海远（2021） 总体富裕、共享富裕 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省、市

邹克（2021） 收入维度、平等维度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资、

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贫困发生

率、失业率

陈丽君（2021）
发展维度、共享维度、

可持续维度

收入、消费、医疗健康、教育、住

房、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等

53个细分指标

申云（2020）
物质生活维度、精神生

活维度

收入水平、生活便捷度、生活品质、

社会保障、科教文卫服务

吕新博（2021）
教育、健康、生活水平、

生活环境维度

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医疗保险、

清洁能源、清洁用水、住房、文化

设施等 12个细分指标

家庭 张金林（2022）
物质富裕维度、精神富

裕维度、社会共享维度

收入、财富、消费、健康、社会保

障、家庭文化教育投入、家庭所在

地的城乡收入差距等 16个细分指

标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整理

表 1.1总结了目前关于共同富裕定量研究的主要维度和具体指标的选取。在

共同富裕的量化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进行衡量省、市等区域的共同富

裕水平，以便评价和比较我国各省、市的共同富裕建设情况。在微观视角，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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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022）充分考虑了家庭之间的个体差异，利用针对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衡

量了个体共同富裕指标。

1.2.2金融素养相关文献

（一）金融素养的定义

Noctor等（1992）最早提出了“金融素养”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人们运用

或管理资金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能力。随着对金融素养的深入研究，学术界

对金融素养的界定产生了分歧。部分学者将金融素养等同于金融知识，Kim（20

01）将金融素养定义为现代社会生存必要的金融知识。Bowen（2002）将金融素

养等同于问卷调查对象对基础金融概念的理解程度。Lusardi（2008）用人们对金

融知识的掌握程度，例如对风险分散、复利计算等问题的了解，来定义金融素养。

然而，具备金融知识并不意味着人们拥有能力利用金融市场来解决现实问题并获

得金融福祉。Huston（2010）提出，金融素养是一个比金融知识更大的范畴，还

包含了个人对金融知识的应用能力。Moore（2003）将金融素养定义为，个人在

追求金融福祉过程中，对金融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世界经合组织 O

ECD（2005）的一项调研活动中，将金融素养定义为个人掌握的经济、金融相关

基础知识，以及其利用自身知识储备参与金融市场，并做出理性的投融资决策的

动机、意识和行为。

（二）金融素养的测度

金融素养水平的测度依赖于高质量的问卷调查数据，由于不同的问卷调查项

目在问卷设计上不尽相同，研究者在金融素养测度的指标选择、判断标准等方面

呈现多元化。

现有研究在指标选取时主要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视角。客观视角的金融素养

在测度过程中偏重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它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

金融知识问答来进行，以被调查者的回答是否正确为依据，来对被调查者的金融

素养进行评分。Mitchell（2015）采用问卷调查对象对利率、通货膨胀以及风险

分散的回答，从客观角度测度了美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尹志超（2014）采用

利率的计算、通货膨胀的理解、投资风险的认知三个基础的金融问题测度了我国

家庭的金融素养，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相较于荷兰、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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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严重匮乏。主观视角的金融素养在测度的过程中，主要是以问卷调查对象对

于金融知识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为依据。Lusardi（2014）用受访对象对自己的金

融素养作出的评价来度量主观金融素养。吴琨和吴卫星（2017）通过受访者自我

评价对股票等三类金融资产和购房贷款等六种融资工具的认知程度，从主观角度

测度了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部分学者进一步分析了主观、客观两种指标选取角

度测量金融素养的偏差。胡振和臧日宏（2016）认为，从主观角度选取指标会由

于受访者的过度自信等原因产生测度偏差。因此，部分学者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

标一起纳入了金融素养的评价体系中，Allgood和Walstad（2016）发现，综合考

虑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的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受访者的金融素养。单德朋

（2019）在金融素养的测度中，将金融规划、金融行为等指标与金融知识同时纳

入金融素养的评价体系。刘国强（2018）编制了一套包括基础金融知识、风险认

知、金融规划等 9大模块共 52项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我国居民的金融素

养水平。

在对选取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时，现行的方法主要有加总法和因子分析法。加

总法一般是将回答正确的问题进行加总计算金融素养的综合得分。但是，诸多学

者发现，金融素养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计

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被目前的研究者广泛采纳。例如，刘国强（2018）通过将金

融素养的诸多评价指标归结为几个不相关的公共因子，再以每个公共因子的方差

贡献率做为权重计算得到家庭的金融素养综合指标。

1.2.3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

目前，关于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的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学

者从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的角度入手，主要探讨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

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保险的参与、信贷的获得等方面；另一部分学者直接从家庭

的收入、财富以及财富差距等视角，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

首先，从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来看，目前文献主要围绕着家庭的投资

决策、融资决策、保险参与等方面。在家庭的投资决策方面，尹志超（2014）指

出，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匮乏是限制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

曾志耕（2015）从家庭持有的资产组合的多样性角度分析认为，高金融素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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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选择金融投资产品的种类更为丰富，可以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

吴卫星（2018）采用夏普比率作为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测度指标，研

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往往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的有效性较高。在家

庭的融资决策方面，提升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获取正规渠道的资金支持。吴卫星

（2019）研究指出，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并降

低家庭获取资金支持的成本。吴卫星（2018）提出，金融素养的提高还可以降低

家庭的过度负债，促使家庭更加合理地利用信贷市场进而提高自身金融福祉。从

家庭购买保险的角度来看，杨柳（2019）认为，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可以提

高家庭配置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进而提高家庭通过保险市场实现风险规避的能

力，尤其对于商业健康保险与人寿保险而言，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决策者的

持有意愿较高。庄新田（2022）认为金融素养可以促进家庭开展养老规划，金融

素养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来实现社会养老，或者利用商业养老

保险等多样化手段实现自我养老。但是，金融素养较低的家庭更有可能选择家庭

养老，从而使家庭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

其次，部分学者从家庭的收入、财富、财富差距等视角，分析了金融素养对

家庭的影响。Behrman等（2012）利用智利数据研究认为，家庭财富水平可以随

着金融素养的提升而提高。方舒（2021）研究指出，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降低

贫困发生概率具有很大帮助，同时，对低收入家庭而言，金融素养可以带来更大

的边际效应。单德朋（2019）通过实证研究也认为，对于我国城镇家庭而言，开

展金融教育，进而提高金融素养，是有效减缓城市贫困的重要举措。雷汉云（2022）

通过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以通过优化家庭的金融决策进而在减缓相

对贫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金融素养不仅可以提高家庭的收入或财富

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家庭的财富差距。金融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影响

着家庭的诸多金融行为，王正位（2016）从动态的角度研究我国家庭的微观收入

流动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低收入家庭突破“贫困陷

阱”达到阶级跃迁的目的。尹志超（2017）从微观视角研究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

平与家庭财富差距的关系，该研究以家庭所在社区中家庭财富的 90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的差额作为衡量微观层面家庭财富差距的指标，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的

提升可以有效地缩小财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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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文献述评

首先，上文从内涵和测度两方面，对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

理。现有研究中，大多数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是从宏观视角来建立的，这些

指标能够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共同富裕程度，这对于评价和比较各

区域的共同富裕发展现状很有帮助。然而，不同类型的家庭差异很大，目前所用

的宏观指标并不能体现出家庭之间的具体差别，不利于从微观家庭的角度探索共

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其次，目前关于金融素养对家庭的金融行为、收入、财富和财富差距等方面

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鲜有文献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探讨金融素养的影响。共

同富裕是实现全面脱贫后更高的发展目标，具有物质富裕、精神富裕、财富分配

均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多层次内涵。因此，现有文献仅从收入、财富、财富差

距等单一维度探讨金融素养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拓宽。

基于此，本文主要参考张金林（2022）基于微观视角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

标，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对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进行

测度，以充实微观视角的共同富裕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金融素养对家

庭的影响拓展到共同富裕的层次，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剖析其作用机

制。

1.3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目前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情况，接着讨论了

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现状，并指出了提升金融素养的重要意义。其次，本文从共同

富裕的含义与测度、金融素养的定义与测度、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三

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最后，这一章介绍了本文选用的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并分析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共同富裕和金融素养的概念进行

了界定。其次，本部分介绍了可行能力理论、家庭金融理论、金融排斥理论和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10

划行为理论等理论基础，并利用上述理论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

维度详细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三章，共同富裕、金融素养的测度与现状分析。本章参考刘金林（2022）

构建的微观视角下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对本文选取的样本家庭的共同富裕

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测度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现状。本章还利

用因子分析法对样本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了我国家庭的金融素

养现状。

第四章，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

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并引入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回归分析的方法

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还通过引入交互项的方法，分析得到，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异质性和财富规模异质性。最后，本文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降低风险厌恶程度两条渠道促进共同富裕。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建议。本部分针对论文的研究结果和我国的现实状况，

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3.2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金融素养、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本文分析了金融素养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和

影响机制，为后续指标构建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实证分析法。本文使用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

构建了微观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和家庭的金融素养指标。首先，文章运用

OLS 回归分析法、工具变量法等方法，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其

次，通过引入交互性的研究方法，探究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具有城

乡差异和财富规模异质性。最后，本文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家庭金融

素养可以通过提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两条中介渠

道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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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研究流程图

本文的研究流程主要分为提出问题、理论分析、指标测度、实证分析、解决

问题五个阶段。图 1.2为本文的研究流程图，列示了各个阶段的研究内容以及使

用的研究方法。

图 1.2 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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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创新与不足

1.4.1研究创新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

第一，指标创新。关于共同富裕的测度和实现途径，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

进行分析，忽略了家庭的个体差异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构

建了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库对

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进行测度。

第二，研究视角创新。关于金融素养对家庭的影响，目前研究主要围绕家庭

的金融行为、家庭财富或家庭收入等单一视角。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宽到共同富裕

层次，并从家庭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方面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共同

富裕的影响。

第三，分析方法创新。本文探索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利用中

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金融行为、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影响过程中

起到的中介作用。

1.4.2研究不足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

第一，数据的时效性较弱。本文采用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

该数据库涉及范围大，覆盖了全国 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三万四千多

户样本家庭，为家庭金融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微观数据支撑。该调查于 2011年起，

每两年进行一次，目前 2021年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数据并未对外公开。因此，

目前可获取的最新数据为 2019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数据时效性较弱。

第二，本文回归分析采用了 CHFS（2019）的截面数据。本文通过梳理 2015、

2017、2019年 CHFS的调查问卷发现，2019年的问卷在金融素养测度的相关问

题上变化较大，并且，2017年有关金融素养的数据直接沿用了 2015年的答案。

此外，近三轮调查都受访的样本家庭数量较少，采用面板数据会导致可用样本数

量的大幅缩减。因此，近三轮调查的数据不具备面板数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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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

2.1概念界定

2.1.1共同富裕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与过去只注重物质生活的改善相比，共同富裕

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首先，共同富裕要求全面富裕。在我国人民过上衣食无忧

的生活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日俱增，在精神文化、社会保障、居住条件、

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共同富裕不仅

要求提升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求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多维度的全面

提升。其次，共同富裕要求全民富裕，即共同富裕必须惠及全体人民，使全民共

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发展，也要注重公

平，逐步缩小财富差距。基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本文参考刘金林（2022）的

研究成果，从微观视角出发，将共同富裕界定为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

三个维度，全面反映了家庭的收入、消费、教育文化投入、社会保障、财富差距

等方面的内容。

2.1.2金融素养

在上文的文献综述中，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中金融素养的定义。部分学者侧

重从金融知识的视角定义金融素养，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将金融素养的定义扩展到

金融行为、金融能力和态度等方面。本文认为，家庭投资者要想通过参与金融市

场为家庭带来经济利益，除了需要掌握金融市场基本知识外，还需要有积极参与

金融市场并以此谋求自身福利的态度和行为。参考 OECD（2005）对金融素养的

定义，本文认为金融素养是指个人掌握的经济、金融相关基础知识，以及利用自

身知识储备参与金融市场，并通过做出理性的投、融资决策为家庭带来金融福利

的能力。

2.2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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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可行能力理论

Amartya Sen最早提出可行能力理论，为贫困的认识打开了新视角。贫困不

仅仅是收入与财富水平较低，更是多方面的能力剥夺，贫困家庭的能力匮乏从另

一个角度限制了家庭的自由发展，致使家庭陷入“贫困陷阱”（Sen，1999）。

可行能力理论将可行能力定义为，一个人可以自由实现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的组

合。功能性活动既包括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功能，也包含平等地接受教育、

参与社会活动等复杂功能。可行能力理论启示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缩

小贫富差距，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可行能力是关键。

2.2.2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主要研究，部分金融服务需求者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

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问题。Kempson 和 whyley（1999）将金融排斥界定为

评估排斥、地理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自我排斥六个方面。其

中，前五个方面的排斥主要来自客观条件，比如，金融服务需求者所处的地理位

置、财富水平、收入风险等。这些因素使金融机构出于降低风险、提高盈利等方

面的原因，拒绝提供金融服务。此类排斥可以通过普惠金融的发展和风险管理能

力的提高逐步改善。然而，自我排斥从金融服务需求者的主观角度论述了金融排

斥的原因。自我排斥主要由于金融服务需求者自身金融知识的匮乏，致使其对金

融机构产生偏见，进而主动放弃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金融服务

需求者的自我排斥从主观的角度严重限制了其通过投、融资决策获取金融福利的

能力。

2.2.3家庭金融理论

Campbell（2006）提出了家庭金融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家庭特征对家庭金

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markowitz（1952）的经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在进行

资产配置决策时，投资者都是理性人，他们在衡量风险与收益后，会选择一个收

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因此，只要风险金融资产能够提供正的风险溢价，投资者

就应进行一定程度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家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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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不足的问题。家庭金融研究突破了经典模型中投资者理性的

假设，该理论认为家庭的金融决策不仅受到风险与收益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家

庭的规模、家庭成员年龄、婚姻状况、健康风险、收入风险、认知能力以及行为

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Lusardi（2017）将金融素养引入跨期资产选择模型，研

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深刻地影响着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与意愿。因此，家

庭金融理论为金融素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2.4计划行为理论

Ajzen（1991）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主要阐释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受

何种因素的影响。该理论主要从个人的态度、采取行动时所受的社会压力、预期

行动面临的阻碍等方面阐释人们对采取某种行动的意向，进而分析上述因素如何

影响行为决策。结合金融素养的定义来看，金融素养水平会影响家庭决策者对金

融行为的态度，拥有较高金融素养的投资者往往对参与金融市场表现得更加自

信，以至于其参与金融市场的意向也越强。因此，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进

家庭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或寻求资金支持。

2.3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分析

金融素养通过影响家庭的金融行为和风险认知，进而对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产生影响。下文将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分析金融素养对共

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2.3.1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影响机制

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影响比较直观，主要体现在优化家庭的金融资产配

置、缓解信贷约束、提高家庭创业意愿等方面。

首先，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金融

资产配置的多样性和有效性，进而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家庭投资者在金融资

产配置过程中，通常受限于个人的金融知识、投资经验等因素。由于家庭投资者

对于金融产品的了解有限，大多数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较低。根据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收集到的数据，目前，我国家庭所拥有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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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以银行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为主。在 34643户受访家庭中，仅有 6.65%的

家庭购买了金融理财产品，5.77%的家庭持有股票账户，1.86%的家庭持有各类

基金。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帮助家庭决策者更好地评估金融产品的风险与收益，

并根据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理的金融产品，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

性。金融素养的提高还可以缩短家庭决策者在分析经济、金融等投资信息时所需

的时间，并帮助他们对这些信息进行正确的解读，并将其合理地用于投资决策。

此外，在对股票等高风险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时，大量的家庭投资者缺乏理性决

策的能力，存在盲目跟风、过度自信、过度投机等非理性行为，导致投资收益率

较低，甚至出现本金损失。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可以促进家庭投资决策的理性化，

从而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收益率。

其次，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

费，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质量。家庭的借贷行为不仅受到金融资源供给水平等客

观条件的约束，还受到自身认知因素的影响。随着近年来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

资源的供给不均衡问题得到改善。然而，家庭自身的金融素养因素仍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家庭通过正规信贷服务获取金融福利。我国部分家庭在获取信贷服务时存

在自我排斥现象。自我排斥主要由于家庭的金融知识匮乏，进而对金融机构产生

一种不信任感，这种现象促使家庭在存在资金需求时，更偏向于从非正规渠道获

得资金支持。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提高家庭对正规金融市场借贷的偏好（吴卫星，

2018）。在家庭的融资决策过程中，家庭金融素养水平低下致使家庭决策者无法

正确评估贷款的实际成本，进而在贷款过程中支付更高成本。因此，在相同的条

件下，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支持。

最后，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可以提高家庭的创业意愿与能力，进而提高家庭

的经营性收入，从而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家庭的创业意愿与创业能力受到

家庭的财富水平与家庭经营者的生产经营决策能力的约束。家庭的财富状况会限

制家庭进行经营性投资，从而使他们失去获取经营性收入的机会。而金融机构的

信贷支持可以缓解家庭在创业过程中的经济压力，拥有较高金融素养的家庭更容

易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从而增加其参与经营性投资的可能性。另外，

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家庭做出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提高家庭的创业绩效。

宋全云（2020）研究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有利于延长

创业企业的存续期。创业者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依托于一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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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例如行业的选择、经济形势的判断、资金的筹措与投资等。提升金融素养

对创业者更好地权衡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和风险、提高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至关

重要。

2.3.2金融素养对精神富裕的影响机制

在满足物质富裕的前提下，精神富裕成为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精神富裕主

要体现在人民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享受社会保障、拥有充分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等方面。金融素养会通过提高家庭的长期偏好和风险管理意识，进而促进家庭的

精神富裕。此外，金融素养的提高还可以帮助家庭通过合理负债提高家庭成员的

主观幸福感。

首先，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长期偏好，进而提高家庭的教育与文化

性投资。家庭的教育与文化性投资具有消费与投资的双重特征。蔡庆丰（2022）

提出，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与金融投资决策很相像，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跨期

风险决策。家庭的教育和文化性投资一方面受到家庭的收入水平制约，另一方面，

还受家庭决策者的主观因素所左右。家长在进行教育投资决策时，需要在消费带

来的短期效用与教育投资带来的长期回报之间权衡。而在教育扩张、学历“内卷”

的时代，教育投资的回报周期更长、风险更大。这使得部分只注重短期回报的家

庭减少教育投资，放弃教育可能带来的家庭收入与地位的改变。随着金融素养的

提高，家庭决策者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教育带来的长期回报，从而加大对教育的

投入。

其次，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提升家庭的风险管理意识，从而提高

家庭参与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的意愿。目前，我国一些灵活就业

人员由于风险管理意识薄弱，以及在投资决策上缺乏远见，从而导致他们放弃了

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根据 2020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灵活就业人数超过 2亿。但是，根据中国劳动学会 2020

年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整体参保率仅为

52%。未参保群体在年老时会遭遇老无所养的窘境，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郑路（2021）研究认为，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居民更容易受到“养儿防老”等传

统观念的影响，进而降低养老保险的配置意愿。此外，灵活就业者本身就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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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收入波动，在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面对诸如疾病之类的外在影

响，很有可能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导致家庭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家庭金

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管理意识，使家庭积极地配置保险

等金融资产，以应对疾病、灾害等不确定性事件对家庭造成的冲击。

最后，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更能够通过合理负债提高家庭成员的主观幸

福感。一方面，高金融素养的家庭更有可能通过信用卡、短期贷款等渠道缓解家

庭的短期流动性约束，帮助家庭实现短期的消费目标，进而提高家庭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家庭防范过度负债。实证研究证明，过度负债

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提升家庭成员的焦虑感，进而降低家庭成员的主观

幸福感。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帮助家庭更合理地利用银行信贷，提升家庭

的主观幸福感。

2.3.3金融素养对社会共享的影响机制

所谓“社会共享”，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逐步缩小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当前，关于金融行业如何推动全民共享经济发

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供给方面，例如通过数字金融、

普惠金融等手段来扩大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供给。然而，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

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对普惠金融等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改善家庭的储蓄决策，更好地实现家庭财富积累，进

而缩小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尹志超（2017）利用 CHFS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显著缩小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同时，财

富水平的差异，一方面来源于收入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来源于收入方式的差异。

家庭的财富水平不仅源于收入的低水平，同时源于资产配置不合理、理财意识不

强等问题。提高低收入家庭的金融素养，优化其储蓄、投资决策，使其合理、有

效地参与风险市场，可以使贫困家庭扩大收入来源，增加家庭的资本积累，进而

缩小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

从可行能力理论的视角来看，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不仅仅在于表面的收入

与财富差距，更在于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受到限制。金融素养水平的差异限制了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19

家庭平等地利用金融资源实现自身发展。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本质上就是提高家

庭利用金融资源的能力，从本质上改善不同家庭之间的可行能力差异，进而助力

共同富裕的实现。

2.4研究假设

本章第三节利用可行能力理论、金融排斥理论，家庭金融理论和计划行为理

论系统地阐述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

的影响机制。金融素养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深刻地影响着家庭参与金融市

场的意愿和能力。提升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改变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

信贷决策等金融行为，帮助家庭利用金融市场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结合本章第

三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

H1：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我国

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在收入模式、财富状况、社会保障

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我国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低于城镇家庭，在

进行投、融资决策和生产经营决策时更大限度地受到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的限制。

何学松（2019）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在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因此，农

村家庭的投资意愿不强，主要表现在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不高以及教育

文化投入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受信息闭塞和传统家庭养老思想的制约，农民参

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高。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能够消除城

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认知差距，从农村居民的主观认知出发，减少其在金融决策

中的自我排斥，从而提升他们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意愿，进而增强他们利用金融市

场谋求自身福利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差异，并且，对农村家

庭而言，提高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因素不尽相同。因此，对不

同财富水平的家庭而言，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不同。财富水平较低的

家庭受到自身财富的限制，更需要金融市场给予的资金支持，进而帮助家庭突破

自身财富规模的局限性，实现自由发展。其次，在家庭进行投资决策时，财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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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低的家庭更容易放弃长期投资带来的收益，转而选择当期消费所带来的短期

效用水平的提高。这种短视的投资决策理念，既不利于家庭通过金融资产配置提

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也不利于提高家庭的教育、文化性投入。赵立业（2022）

认为，提升金融素养水平有助于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代际间的阶层跃迁，并且这

种促进作用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效用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对低财

富水平的家庭而言，提升金融素养水平，进而纠正认知偏差、改善投资和融资决

策，可以更好地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

H3：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财富规模差异，并且，对低

财富水平的家庭而言，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根据本章第三节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改变家庭的金融行

为和风险态度促进共同富裕。其中，资产配置行为是家庭的主要金融行为，提高

家庭的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可以提高家庭资产组合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提高

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其次，蔡庆丰（2022）提出，家庭的教育投资本质上是一种

风险较大、回报周期长的风险投资。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有助于家庭更加

理性地认识教育带来的长期回报，进而加大教育投资。因此，本文提出中介效应

假设 4：

H4a：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进

而促进共同富裕。

H4b：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

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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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富裕、金融素养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文的指标测度采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最新公开数据 CHFS（2019），

该调查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团队主导进行的，样本覆盖了除港澳台外的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样本家庭数量达到 34643户，可以全面科学地反映我国

家庭的收入、资产、消费、借贷等信息，为我国的家庭金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微

观数据支撑。

3.2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3.2.1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目前，大多数学者利用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指标从宏观角度对共同富裕水

平进行测度，此类测度方法虽然有利于从宏观上对收入差距进行对比和评价，但

却忽略了家庭的个体差异性，很难从微观上反映我国家庭的真实情况。本文参考

刘金林（2022）从微观角度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综合反映了家庭

的收入、财富、消费、社会保障、生活幸福感、收入差距等信息。该指标体系以

马斯洛需求理论最为基础，将共同富裕分为三个层级，首先是基础层级，主要考

察了家庭的物质富裕水平；其次是提升层级，主要考察了家庭的精神富裕水平；

最后是高层级，主要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需求。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来看，

共同富裕要求全面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都富裕”。因此，在共同富裕的测度过程中，应考虑家庭成员的教育、

文化投入、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其次，共同富裕要求在追求经济发展、人民群

众收入增长时，更加注重缩小财富差距，使全民全面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本文借

鉴尹志超（2017）的测度方法，从微观角度衡量了家庭间的财富差距。本文在刘

金林（2022）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 CHFS（2019）数据

库的具体情况，选择了 9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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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共

同

富

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临界值

物质富裕

收入 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不低于 26523元，赋值为 1，

否则为 0

财富 家庭总资产
家庭总资产不低于 43.6万元赋值为 1，否

则为 0

消费

人均消费
家庭人均总消费不低于21559元赋值为1，

否则为 0

生存性消费
生存性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超过 65%赋

值为 1，否则为 0

精神富裕

健康 家庭成员健康
自评健康状况为一般及以上的家庭成员

比例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拥有养老保险的家庭成员比例

医疗保险 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成员比例

教育 家庭成员教育
18 岁以上且学历为初中及以上的家庭成

员比例

文化

文娱教育支出
文娱教育支出占比不低于收入的 11%，赋

值为 1，否则为 0

主观幸福感
自评为“非常幸福”、“幸福”赋值为 1，

否则为 0

社会共享

群体差异 群体共享水平
家庭所在社区中家庭净财富的 90 分位数

与 10分位数的差额，并进行逆向化

城乡差异 城乡共享水平
计算该省城镇与农村家庭收入的比值，并

对数据进行逆向化

区域差异 省级平均收入
计算该省平均家庭人均收入，将高于全国

中位数水平的省份赋值为 1，否则为 0

（1）物质富裕。本文主要从收入、财富与消费三个方面对家庭的物质富裕

程度进行了测度，全面地体现了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其中，收入维度采用家庭

的年人均收入进行衡量，并选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人均收入的中位数

26523元作为临界值，将人均收入水平大于 26523元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

为 0。财富维度用家庭的财富总量进行衡量，临界值选取样本中位数 43.6万元，

并将家庭总资产高于 43.6万元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消费维度采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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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人均消费与家庭的生存性消费占总消费的支出进行衡量。人均消费的临界值

选取 2019年样本数据的中位数 21559元，将高于临界值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 0。生存性消费是指家庭用于购买食品、衣物、交通服务、居住的必要花

销。一般来讲，生存性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越低，家庭越富裕。本文采用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年平均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 65%作为临界值，将生存性消

费占比小于 65%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2）精神富裕。精神富裕主要体现在人民拥有健康的体魄，享受社会保障，

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健康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水平

和文化四个方面衡量家庭的精神富裕情况。其中，健康水平选取自评健康水平在

一般及以上的家庭成员占家庭全部成员的比例。社会保障主要包含养老保险与医

疗保险两方面，本文计算家庭成员中已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来衡量

家庭的社会保障程度。教育维度选取了家庭中 18岁以上且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

水平的家庭成员占全部家庭成员的比例来衡量家庭的教育水平。文化维度主要从

家庭的文娱教育支出与主观幸福感两个维度进行衡量。本文计算了家庭的教育文

娱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年人均教育文娱支出的平

均值 11%作为临界值，将文娱教育支出占比大于 11%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

为 0。

（3）社会共享。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仍然突出。一方面，农村人口受到就业机会、资源环境的限制，收入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各个地区之间由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因素发展不协调。共同富裕追

求发展的平衡性，就是要克服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东西部差距等，

努力实现协调发展。本文主要从群体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三个视角来衡量

社会共享层面的共同富裕。

在群体差异的度量过程中本文借鉴尹志超（2017）的衡量方式。第一步，为

了减小极端值的影响，对同一社区的家庭的净财富取对数得到 Wlog ，并按从高

到低进行排序。第二步，如式 3.1所示，计算社区家庭净财富的 90分位数减去

10分位数得到社区财富差距WI。第三步，为了统一指标方向，本文将计算得到

的家庭财富差距进行逆向化处理，处理后得到群体维度的社会共享水平

equalitygroup _ ，具体计算方法如式 3.2所示。

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将同一社区的家庭的净财富取对数，并按从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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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排序，采用社区家庭财富的 90分位数减去 10分位数的数值衡量家庭财富的

群体差异。其中，家庭净财富是指家庭总资产减去家庭总负债得到的结果。为了

统一指标方向，本文将计算得到的家庭财富差距进行逆向化处理，用以衡量群体

维度的社会共享水平。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WpercentileWpercentileWI log10log90  （3.1）

)min()max(
)max(_

WIWI
WIWIequalitygroup




 （3.2）

其中，WI为测算的财富差距指标，W为家庭净财富值，  Wpercentile log90

表示该社区家庭净财富对数值的 90分位数，  Wpercentile log10 表示该社区家庭

净财富对数值的 10分位数。 equalitygroup _ 代表群体共享水平，由家庭财富差

距指标进行逆向化处理，并映射到[0,1]区间的数据处理结果。 equalitygroup _ 越

高，则该社区的财富差距越小，群体层面的社会共享程度更高。

其次，我国经济呈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的收入差距较

大。积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实

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本文以省为单位，利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

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gap。同样的，为统一指标方向，本文将城

乡收入差距进行逆向化处理，并将取值范围映射到[0,1]区间，具体公式见式 3.4。

农村人均纯收入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gap

（3.3）

)min()max(
)max(

gapgap
gapgapn_equalityrural-urba





（3.4）

其中， gap代表城乡收入差距， equalityurbanrural _ 代表城乡共享水平，

equalityurbanrural _ 越高，则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当地的城乡共享水平越高。

最后，我国各省之间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导致经

济发展不平衡。本文以省人均收入指标衡量我国的区域差异。首先，以省为单位

计算人均收入指标；然后，将家庭所在省份的人均收入大于全国中位数水平的家

庭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2.2共同富裕指标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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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对各级指标赋权，并计算共同富裕综合指标。目前，共同富裕指标测

度采用的赋权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等权重法。陈丽君（2021）在

共同富裕指标测度过程中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通过设计《“共

同富裕指数”AHP专家咨询问卷》，收集被调查者对各个指标的比较结果，以

此判断评估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申云（2020）采用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

权，该方法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并测算评价对象与最佳状态的接近

程度，最后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数之间的权重大小。等权重法由于计算简便、可

理解性强等优点，受到广泛应用。张金林（2022）采用等权重法对各级指标赋权，

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测度。除了计算简便、

可理解性强等优点，等权重法还可以保持指标的内在结构，便于观察共同富裕的

三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等权重法对上述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进行赋

权，并计算家庭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标。

3.2.3共同富裕现状分析

根据上文列示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等权重法对各级指标赋

权，并采用 CHFS（2019）数据库对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进行测度。下表 3.2

按城乡分类列示了我国家庭的平均共同富裕指标。

表 3.2 共同富裕指标的平均水平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社会共享 共同富裕

城镇 0.5224 0.7893 0.5030 0.6049

农村 0.2224 0.6709 0.3881 0.4271

总体 0.4156 0.7471 0.4621 0.5416

根据上表 3.2列示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可以得到，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的总

体平均水平为 0.5416，其中，城镇家庭的共同富裕平均水平为 0.6049，高于农村

家庭的共同富裕平均水平为 0.4271。从细分的三个维度来看，我国家庭的物质富

裕平均水平为 0.4156，其中，城镇家庭的物质富裕平均水平为 0.5224，远远高于

农村家庭的 0.2224；精神富裕指标的平均水平为 0.7471，城镇家庭的精神富裕平

均水平为 0.7893，略高于农村家庭的平均水平 0.6709；社会共享水平的总体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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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4621，其中，城镇家庭的平均社会共享水平为 0.5030大于农村家庭的平

均水平 0.3881。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下文将按照国家统计局

标准将 CHFS数据库涉及的各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个区域，

分别按照城乡和地域分类列示了我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如下图 3.1和图

3.2所示。

图 3.1 按城乡分类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

图 3.2 按地域分类的共同富裕测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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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图 3.2，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城镇家庭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

共享三个维度的指标均高于农村家庭，尤其是物质富裕水平存在的城乡差异较

大。由此可见，提高农村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的重要方向。其次，我国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

西部、东北部地区的差异较小，其中东北地区的精神富裕与社会共享水平略高于

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家庭在物质富裕和社会共享维度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而

在精神富裕维度的地域差距较小。由此可见，我国在社会保障、教育普及、文化

支出等方面的地域差异较小，但在物质生活水平、财富差距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

程度的地域不均衡。

3.3金融素养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3.3.1金融素养指标体系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金融素养的测度形成统一观点。大多数研究主要从主观

金融素养与客观金融素养两个角度进行指标构建，其中，主观金融素养指标主要

考量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价，通过被调查者自我评价对一系列金融方面问题的了解

程度或者整体评价自身金融素养水平来衡量。Kramer（2016）研究认为，主观金

融素养容易受到被调查者过度自信或者自信不足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测

度偏差。客观金融素养指标测度的主要方法是，在问卷中设定一系列具有标准答

案的金融知识问答，主要包括利率计算、金融风险认知、通货膨胀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被调查者可以正确回答金融问题则赋值为 1，回答错误则赋值为 0，然后，

综合考虑各个客观问题的回答结果，并计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

本文参考单德朋（2019）对金融素养的测度方法，在指标选取过程中综合考

虑受访者的金融知识和主观态度，并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首

先，本文在 CHFS（2019）数据库中选取了 9个问卷问题（fl1-fl9）对受访家庭

的金融素养进行测度。其中，客观金融素养主要通过 fl1-fl7这 7个问卷问题进行

测度，主要考察了家庭的利率计算与认知、风险认知、通货膨胀认知等方面的知

识储备，从客观的角度衡量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主观角度主要通过 fl8、fl9进

行衡量，分别考察了受访者对金融经济信息的关注程度，以及家庭对股票、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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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市场的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本文选取的问卷问题与得分处理方法如下表

3.3所示。其次，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选取因子，并按照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

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金融素养综合指标。

表 3.3 金融素养指标体系

编号 问卷题目 得分处理 正确率

fl1 计算应偿还本息和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8.08%

fl2 借入利率大小认知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72.92%

fl3 贷出利率大小认知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52.64%

fl4 计算存款可获得的本利和
计算正确赋值为 1，否

则为 0
20.89%

fl5 通货膨胀认知
正确认知赋值为 1，错

误为 0
32.07%

fl6 主板和创业板的风险判断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7.30%

fl7 偏股基金和偏债基金的风险判断
选择正确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4.80%

fl8
对经济、金融信息关注程度的自我

评价

按关注程度从高到低

排列，非常关注赋值为

5，依次递减

-

fl9
对股票等金融产品了解程度的自

我评价

按了解程度从高到低

排列，“非常了解”赋

值为 5，依次递减

-

根据上表 3.3列示的金融素养的问卷调查问题和正确率，可以直观地看到大

多数受访者可以正确认知利率水平，但是却不能对利息进行准确地计算。超过

80%的家庭不能够正确地计算复利计息法下应偿还的本利和，仅有 20.98%的家

庭可以正确计算银行定期存款可获得的本利和。在通货膨胀的认知方面，32.07%

的家庭可以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并正确评价在通货膨胀作用下货币购买力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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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风险认知方面，我国大部分家庭都不能正确地认知金融市场风险，仅有

7.3%的家庭可以正确评价，在一般情况下主板和创业板的风险大小，4.8%的家

庭能够正确评价偏股基金与偏债基金的风险水平差异，而大多数家庭对于金融市

场的风险做出了错误判断，甚至根本不了解。在金融素养的主观评价方面，仅有

2.24%的家庭选择非常关注，3.64%的家庭选择很关注，而有 53.88%的家庭平时

对经济、金融信息从不关注。此外，我国家庭对金融市场的了解程度也较低，有

79.57%的家庭对股票、债券、基金市场完全不了解，而选择“非常了解”“比较

了解”“一般”的家庭依次仅有 0.4%，2%，8.49%。

3.3.2金融素养指标测度

目前，国内外学者进行金融素养测度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

是加总法，即将问卷问题回答正确记一分，回答错误不得分，最后使用受访者的

总得分作为金融素养的衡量指标。这种方法由于操作简单且便于理解得到广泛应

用。然而，衡量金融素养所用的问卷问题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众多学者

开始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并构造金融素养综合指标。因子分析法的具体操

作思路为：第一，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成分；第二，采用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

计算被提取因子的得分；第三，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例

作为权数。计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

接下来，本文对上述问卷指标（fl1-fl9）进行 KMO检验。一般情况下，KMO

统计量大于 0.6则认为变量间相关性较强，适宜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本文

对上述指标（fl1-fl9）进行 KMO检验，得到 KMO统计量为 0.805，因此，本文

选用的金融素养衡量指标（fl1-fl9）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下表 3.4列示了各个因子的特征根、方差、方差百分比。

表 3.4 因子分析结果

成分 特征根 方差 方差百分比 累计方差百分比

Factor1 2.992 1.759 0.332 0.332

Factor2 1.233 0.149 0.137 0.469

Factor3 1.084 0.329 0.120 0.590

Factor4 0.755 0.00272 0.0838 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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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成分 特征根 方差 方差百分比 累计方差百分比

Factor5 0.752 0.0267 0.0835 0.757

Factor6 0.725 0.126 0.0806 0.838

Factor7 0.599 0.116 0.0666 0.904

Factor8 0.484 0.106 0.0537 0.958

Factor9 0.377 . 0.0419 1

根据上表 3.4列示的分析结果，特征根大于 1的主成分有 3个，分别解释了

数据中 33.2%、13.7%、12%的信息量，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9%。因此，本文选

取特征根大于 1的三个因子，共计解释了样本中接近 60%的数据信息。因子分析

碎石图如下图 3.3所示。

图 3.3 碎石图

为了使因子分析提取出的因子更加便于理解，接下来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

转，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3.5所示。其中，Factor1主要反映了家庭的对金融素养的

主观评价以及家庭的风险认知，本文将其命名为“风险认知因子”；Factor2 主

要反映了复利的计算、通货膨胀认知、定期存款本利和的计算等问题，本文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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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金融知识因子”；Factor3 主要反映了家庭对于利率的认知，本文将其

命名为“利率认知因子”。

表 3.5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风险认知因子 金融知识因子 利率认知因子

fl1 0.1918 0.6534 -0.0600

fl2 -0.0112 -0.1869 0.7810

fl3 0.0023 0.2017 0.7760

fl4 0.1325 0.7346 0.0437

fl5 0.2464 0.7221 0.0113

fl6 0.8327 0.1264 0.0085

fl7 0.7988 0.0753 0.0374

fl8 0.5246 0.2686 -0.1103

fl9 0.8017 0.2300 -0.0405

下表 3.6列示了本文选取的风险认知因子、金融知识因子、利率认知因子的

方差和方差贡献率。

表 3.6 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因子 方差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风险认知因子 2.36461 0.2627 0.2627

金融知识因子 1.71039 0.1900 0.4528

利率认知因子 1.23311 0.1370 0.5898

为了利用本文选取的三个因子构建金融素养综合指标，本文通过计算各因子

的方差贡献率除以累计方差贡献率得到各因子的权重。根据上表 3.6所示，风险

认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0.2627，除以累计贡献率 0.5898，得到风险认知因子的

权重为 44.54%；金融知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0.1900，除以累计贡献率 0.5898，

得到金融知识因子的权重为 32.21%；利率认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0.1370，除

以累计贡献率 0.5898得到利率认知因子的权重为 23.25%。综上，本文采用公式

3.5计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fl）。

%25.23*%21.32*%54.44* 利率认知因子金融知识因子风险认知因子 fl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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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我国家庭金融素养现状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的金融素养指标体系和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到的因子及其权重，

本文利用 CHFS（2019）数据库计算了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下表 3.7列示

了城乡分类下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7 金融素养测度结果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 0.1095 0.6763 -0.7876 2.9026

农村 -0.1974 0.3356 -0.7876 2.1724

总体 0.0001 0.5968 -0.7876 2.9026

根据上表 3.7列示的金融素养测度结果，因子分析法得到的是标准化得分，

因此总体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为 0，取值范围为-0.7876到 2.9026，取值越大意味

着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越高。我国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为 0.1095，高于

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此外，我国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内部差异更大，

标准差为 0.6763，最大值为 2.9026，最小值为-0.7876。

图 3.4 家庭金融素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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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3.4列示了我国家庭金融素养的分布图，以便观察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

平的分布情况。由图 3.4可见，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呈右偏分布，这说明我

国大部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并且，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较大的

差异性，少部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形成了右侧的长尾。这表明，加大金

融素养的普及力度，提高大多数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下图 3.5列示了我国各区域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

水平较高且地域差异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城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其

他地区；其他三个地区的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差异不大。我国农村家庭金融素养水

平的地域差异较小；其中，东北地区农村家庭金融素养略高于其他地区的农村家

庭。

图 3.5 我国各区域的金融素养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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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

4.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4.1.1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选取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公布的数据。该调查

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主导开展的，通过问卷调查的手段，深入了解了样本家庭的成

员基本特征、各类资产、负债、收入与支出、认知与行为等多方面信息。样本共

涵盖了除港澳台外的 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可以全面科学地反映我国家庭

的具体信息。CHFS（2019）共搜集 34643户家庭的微观数据，为本文的实证研

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该调查于 2011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由于涉及样本

数量大、问卷所收集的信息繁多，调查结果通常于开展调查后两年左右对外公开，

本文使用的 CHFS（2019）数据库为该调查的最新公开数据。

4.1.2样本选择

CHFS（2019）数据库由家庭经济库、地区数据库、个人信息库组成。其中，

个人信息库包含家庭所有成员的基本信息，由于户主更了解家庭的财务状况并且

在家庭进行经济决策时起主导作用，因此，本文只保留了个人信息库中的户主信

息。剔除非户主信息后，本文利用家庭编号匹配家庭信息，对上述数据库进行合

并。CHFS（2019）共包含 34643户的家庭信息，在对缺失数据进行删除处理后，

本文共保留 34543户样本家庭的信息。

4.2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4.2.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家庭共同富裕水平（CP）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第三章借鉴张金

林（2022）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微观层面测度得到样本家庭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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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指标（CP）。同时，为了考察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三个维度影响的差异性，

本文分别将物质富裕（CP1）、精神富裕（CP2）、社会共享（CP3）三个维度

也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便全面地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用的金融素养水平（fl）作为解释变量。金融素养水平在本文第三章

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

（3）控制变量

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家庭规模、户

主特征以及地域三个角度选取控制变量。其中，家庭规模即家庭的人口总数

（hsize）；户主特征包含户主的性别（sex）、年龄（age）、婚姻状况（married）、

政治面貌（party）、教育水平（edu）；地域角度，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

标准，将各省市分为四个地区，并引入东部地区（east）、中部地区（mid）、西

部地区（west）三个虚拟变量。

（4）工具变量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导致的回归系数估计偏差，本文参考尹志超（2015）选

取“同一社区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家庭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fl_average）作

为工具变量。选取的主要原因为，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极易受到家庭所处环境的

影响，一般而言，所处社区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越高，该受访家庭的金融素养水

平也越高，但社区其他家庭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与该受访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没

有直接关系。

下表 4.1汇总并列示了本文实证分析中选取的各个变量的名称、符号和取值

方法。

表 4.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 CP
根据第三章构建的家庭共同富裕指标

体系测度

物质富裕 CP1 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

精神富裕 CP2 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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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社会共享 CP3 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素养 fl
根据第三章选取的问卷问题，通过因

子分析法计算得到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hsize 家庭成员的个数

户主性别 sex 户主为男性赋值为 1，否则为 0

户主年龄 age 户主的实际年龄

户主婚姻状况 married 户主已婚赋值为 1，否则为 0

户主政治面貌 party 户主为党员赋值为 1，否则为 0

户主教育水平 edu
文化程度从低到高排列，取值范围为

1-9

东部地区 east 东部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中部地区 mid 中部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西部地区 west 西部地区赋值为 1，否则为 0

工具变量 平均金融素养 fl_average
同一社区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家庭受访

者的平均金融素养

下表 4.2列示了本文选取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下表 4.2可以看出，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 CP的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0.021，标准差为 0.187。CP1、

CP2、CP3的最小值均为 0，最大值均为 1。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 fl的取值范围

为-0.788到 2.903，标准差为 0.597。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家

庭规模的平均规模为 3.087人/户；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比例较高，占到全部样本家

庭比例的 75.4%；户主的平均年龄为 59.36岁；户主为已婚的家庭占到总样本的

84.5%，户主为党员的比例为占到全部样本家庭的 17.5%。此外，从地域控制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本文采用的样本有 37.3%来自东部地区，21.7%来自

中部地区，30.2%来自西部地区，10.8%来自东北地区。

表 4.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P 34,543 0.542 0.187 0.021 1

CP1 34,543 0.416 0.33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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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变量 变量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P2 34,543 0.747 0.189 0 1

CP3 34,543 0.462 0.240 0 1

fl 34,543 0.0001 0.597 -0.788 2.903

hsize 34,543 3.087 1.541 1 15

sex 34,543 0.754 0.431 0 1

age 34,543 59.36 13.70 19 104

married 34,543 0.845 0.362 0 1

party 34,543 0.175 0.380 0 1

edu 34,543 3.346 1.619 1 9

east 34,543 0.373 0.484 0 1

mid 34,543 0.217 0.413 0 1

west 34,543 0.302 0.459 0 1

fl_average 34543 0.0001 0.277 -0.515 1.295

4.2.2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体的模型如式 4.1所示。

  ijjii ControlsflCP  10
（4.1）

其中 iCP代表第 i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ifl 代表第 i户家庭的金融素养水

平， jControls 代表上文所述的控制变量， 0 代表截距项， iε 代表残差项。

（2）异质性分析的模型设定

本文分别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影响效应的城乡异质性与财富规模异

质性。在探讨城乡异质性的过程中，本文引入了城乡类别变量与家庭金融素养的

交互项（fl*urban）；在探讨财富规模异质性的过程中，本文引入家庭净财富的

对数与家庭金融的交互项（fl*lgW），模型设定如式 4.2和式 4.3。

  ijjiiii ControlurbanflurbanflCP  s*3210
（4.2）

  ijjiiii ControlsWflWflCP  lg*lg 3210
（4.3）

其中 iCP代表第 i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ifl 代表第 i户家庭的金融素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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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j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且与上文保持一致， iε 代表残差项。虚拟变量 urban，

如果样本家庭来自城镇，则取值为 1，如果样本家庭来自农村，则取值为 0。为

了降低数据之间的量纲差异，同时避免回归结果受到家庭净财富的极端值的影

响，本文采用家庭净财富的对数值 lgW衡量家庭财富规模。

4.3实证结果与分析

4.3.1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由于篇幅限制，下表 4.3仅列示了本文

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CP、CP1、CP2、CP3）与核心解释变量（fl）的相关系数。

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家庭金融素养与共同富裕以及共同富裕的三个维

度，即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正相关。家庭金融素养与共同富裕的相关

系数为 0.385。从三个具体维度来看，家庭金融素养与物质富裕的相关最强，相

关系数为 0.366，家庭金融素养与精神富裕的相关系数为 0.274，家庭金融素养与

社会共享的相关系数为 0.179。

表 4.3 相关性分析结果

CP CP1 CP2 CP3 fl

CP 1

CP1 0.856*** 1

CP2 0.651*** 0.428*** 1

CP3 0.643*** 0.283*** 0.142*** 1

fl 0.385*** 0.366*** 0.274*** 0.179*** 1

注：*、**、***分别表示 10%、5%以及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4.3.2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表 4.4列示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第（1）列展

示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分析结果，第（2）至（4）列分别列示了家

庭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三个维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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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1) (2) (3) (4)

CP CP1 CP2 CP3

fl 0.048*** 0.088*** 0.013*** 0.041***

(32.77) (32.39) (9.00) (18.78)

hsize -0.001 -0.008*** 0.010*** -0.004***

(-1.25) (-7.38) (17.29) (-5.11)

sex -0.043*** -0.084*** -0.021*** -0.024***

(-22.39) (-23.27) (-9.82) (-8.42)

age 0.000*** 0.001*** 0.000 0.000***

(6.38) (6.99) (0.27) (3.59)

married 0.035*** 0.047*** 0.041*** 0.016***

(14.47) (10.52) (14.32) (4.45)

party 0.019*** 0.045*** 0.020*** -0.010***

(8.52) (10.51) (8.80) (-2.99)

edu 0.051*** 0.084*** 0.057*** 0.011***

(87.41) (77.08) (87.08) (11.86)

east 0.094*** 0.122*** 0.018*** 0.142***

(36.78) (24.00) (5.58) (40.01)

mid -0.007*** 0.030*** -0.005 -0.047***

(-2.68) (5.56) (-1.40) (-13.07)

west -0.015*** 0.031*** -0.009*** -0.066***

(-5.81) (6.01) (-2.86) (-18.63)

Constant 0.321*** 0.060*** 0.501*** 0.402***

(53.23) (5.21) (72.90) (44.02)

Observations 34,543 34,543 34,543 34,543

R-squared 0.408 0.320 0.298 0.195

从表 4.4列示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48，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分析共同富裕的三个细分维度，家

庭金融素养对物质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88，对精神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13，对

社会共享的回归系数为 0.041，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家庭金融素

养对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从影响程度上看，家庭金融

素养对物质富裕的促进作用最大，对社会共享的促进作用次之，对精神富裕的促

进作用最小。这是由于，通过改善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投、融

资决策，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收入、消费等物质富裕指标。而针对精神富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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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健康、社会保障、教育文化支出很大程度地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仅依靠

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改善家庭的认知观念对精神富裕的促进效果较弱。综上所

述，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促进共同富裕，假设 H1成立。

在控制变量方面，户主性别为男性的家庭的共同富裕程度低于户主为女性的

家庭；户主为已婚的家庭共同富裕程度高于户主离异或丧偶的家庭。此类差异可

能是由于女性的家庭决策者和已婚的家庭决策者拥有更高的储蓄倾向，也更加关

注社会保障等问题。此外，身为党员的户主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政治、经济等方面

信息，可以通过提高户主的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也

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带来更

多的劳动收入，也可以通过提高户主的认知水平，进而提高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从地域差异来看，家庭所在地域也对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东部地

区家庭在共同富裕水平以及三个细分维度上均高于非东部地区家庭。

4.4内生性检验

上文已论述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然而，家庭金融素养与家庭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社会共享水平之间可能存在

相互影响，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致使回归系数的估计存在偏差。一方面，家庭

的物质富裕水平较高，家庭会拥有更多剩余资金用于理财，进而提高家庭的金融

素养水平；另一方面，家庭的精神富裕水平越高也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认知水平

进而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此外，本文选用了问卷调查数据，依赖于被调查者的

主观判断，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测量误差，进而导致模型估计偏差。因此，

为了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尹志超（2015）选取同一社区（除自身以外）

的其他家庭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fl_average）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

归分析。从相关性角度看，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极易受到家庭所处环境的影响，

一般而言，所处社区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越高，该受访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也越

高。从外生性角度看，社区其他家庭受访者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很难直接影响到

该受访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得到的卡方统计量为

4810.75，p值小于 1%，进一步对模型进行 DWH检验，p值均小于 1%。根据检

验结果可以认为，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的结果与采用 OLS 回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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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异，即核心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应选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改进。

对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得到的 F（1,34351）=1304.5大大超

过经验值 1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基于上述统计检验和理论分析，本文

选取 fl_average作为工具变量是可行的。下表 4.5列示了工具变量的一阶段回归

结果。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仍然包括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地域三方面因素，

本部分以 controls代替，YES代表已控制相关控制变量，下表 4.5中不再列示具

体的回归系数。

表 4.5 一阶段回归结果

fl

fl_average 0.530***

(36.12)

Constant -0.297***

(-12.66)

controls YES

Observations 34,542

F(10,34531) 634.67

p_value 0.0000

根据表 4.5列示的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得到 fl_average与 fl的回

归系数为 0.530，这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社区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

fl_average可以促进受访家庭金融素养水平 fl的提高。这很好地证实了上文的理

论分析，家庭金融素养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随着家庭所处社区平均

金融素养的提高，该受访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也会提高，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要求。

考虑工具变量（fl_average）后的二阶段回归结果如下表 4.6所示。其中，（1）

-（4）列分别列示了引入工具变量（fl_average）后，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CP）

及其三个维度，物质富裕（CP1）、精神富裕（CP2）、社会共享（CP3）的二

阶段回归结果。根据下表 4.6列示的回归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及其三个维度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与本文基准回归分析的结论一致。至此，本文验证了假设 1，提高家庭金融素养

可以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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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二阶段回归结果

(1) (2) (3) (4)

变量 CP CP1 CP2 CP3

fl 0.480*** 0.772*** 0.144*** 0.524***

(34.71) (33.24) (18.97) (31.82)

hsize -0.000 -0.007*** 0.010*** -0.004***

(-0.02) (-3.91) (16.27) (-2.85)

sex -0.027*** -0.058*** -0.016*** -0.006

(-6.95) (-9.07) (-6.81) (-1.20)

age 0.001*** 0.002*** 0.000*** 0.001***

(8.93) (9.33) (3.29) (7.41)

married 0.015*** 0.020*** 0.020*** 0.006**

(6.74) (5.33) (12.96) (2.00)

party 0.008* 0.029*** 0.017*** -0.021***

(1.81) (3.73) (6.59) (-3.83)

edu -0.016*** -0.021*** 0.036*** -0.064***

(-6.76) (-5.30) (27.42) (-21.81)

east 0.042*** 0.040*** 0.002 0.084***

(8.40) (4.69) (0.63) (13.93)

mid -0.022*** 0.007 -0.009** -0.063***

(-4.25) (0.82) (-2.46) (-10.40)

west -0.032*** 0.003 -0.015*** -0.085***

(-6.53) (0.36) (-4.14) (-14.37)

Constant 0.518*** 0.371*** 0.560*** 0.621***

(38.96) (16.55) (69.28) (38.34)

Observations 34,542 34,542 34,542 34,542

4.5异质性分析

4.5.1城乡异质性分析

上文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考虑到我国目前

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村与城镇家庭在收入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资源等多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金融素养水平可能对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共同富裕促进

效果不同。基于此，本文构建城乡类别的哑变量 urban，如果样本家庭来自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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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赋值为 1，来自农村则赋值为 0。表 4.7 列示的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家庭的城乡

类别与金融素养的交互项 fl*urban，考察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是否具

有显著的城乡差异。控制变量 controls与前文一致，YES代表已控制相关控制变

量，此处不再列示。

表 4.7 城乡异质性分析

(1) (2)

VARIABLES CP CP

fl 0.048*** 0.050***

(32.77) (14.58)

urban 0.097***

(53.54)

fl*urban -0.011***

(-3.06)

controls YES YES

Constant 0.321*** 0.275***

(53.23) (46.82)

Observations 34,543 34,543

R-squared 0.408 0.461

通过表 4.7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家庭的城乡类别与金融素养

的交互项（fl*urban）的回归系数为-0.011，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

明，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弱于农村家庭。产生这种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农村家庭受到信息闭塞、传统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对金融市

场的自我排斥现象较大，严重限制了农村家庭通过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决策提高

自身福利的能力。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改善其认知观念，有助于弥

补城、乡家庭之间的认知差异，使得城、乡家庭在金融市场参与能力方面更加平

等。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验证了假设 2，对农村家庭而言，提高金融素养对

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4.5.2家庭财富规模异质性分析

家庭的财富规模不同也会导致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不同。下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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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家庭财富规模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是否起到调节效应。本文通过家

庭总资产减去家庭负债计算家庭财富，由于家庭财富变量的取值范围较广，为了

缩小量纲，同时避免极端值导致的回归系数估计偏差，本文对家庭财富规模取对

数得到 lgW。表 4.8列示的回归模型中，本文引入了家庭财富规模的对数与金融

素养的交互项（fl*lgW），考察随着家庭财富规模的变化，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

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表 4.8 家庭财富异质性分析

(1) (2)

VARIABLES CP CP

fl 0.048*** 0.025***

(32.77) (16.93)

lgw 0.054***

(99.22)

fl*lgw -0.003***

(-3.67)

controls YES YES

Constant 0.321*** -0.236***

(53.23) (-30.46)

Observations 34,543 34,530

R-squared 0.408 0.588

通过表 4.8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家庭财富规模与金融素养的

交互项 fl*lgW的回归系数为-0.003，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随

着家庭财富规模的增长，金融素养对个体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产生这

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受自身金融素养水平的约束较大，而

财富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容易获得专业的投、融资咨询服务，以弥补其自身金融素

养的缺失。因此，对于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而言，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更有

助于提高个体共同富裕指标。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验证了假设 3，对低财富

水平的家庭来说，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大。

4.6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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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理论分析部分表明，家庭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

资比例、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两条渠道间接影响共同富裕。为了进一步探讨家庭

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本部分采用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引入中介变

量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risk_ratio）和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

（risk_aversion），验证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途径。其中，risk_ratio通过

加总计算家庭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基金、债券、衍生品）

除以家庭总资产计算得到。risk_aversion通过 CHFS（2019）问卷中的投资倾向

类型的问题进行衡量，取值范围为 1-5，取值越高，则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越高。

由于针对投资倾向类型问题，有一部分家庭回答“不知道”，此类家庭的风险厌

恶水平无法测度，本文对这一部分数据进行删除处理，处理后得到的样本数为

28123户。本文参考温忠麟（2014）所述的中介效应研究方法，采用逐步回归法

检验上述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具体模型设定见式 4.4、式 4.5、式 4.6。

  ijjii ControlsflCP  10
（4.4）

  ijjii ControlflM  s10
（4.5）

  ijjiii ControlMflCP  s210
（4.6）

模型中
iM 代表了两个中介变量，分别为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risk_ratio和

风险厌恶程度 risk_aversion。 iCP代表第 i户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 ifl 代表核心

解释变量家庭金融素养，
j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且与上文保持一致， iε 代表残差

项。

4.6.1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中介效应

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促进家庭进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提高家庭的财产

性收入，拓宽家庭收入渠道。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家庭通常对参与风险金融市场

表现得更加自信，更容易进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此外，金融素养水平也是保障

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我国家庭目前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较

低，严重限制了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下表 4.9列示了以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risk_ratio）作为中介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由于篇幅限

制，此处不再汇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由 controls代替，YES表示模型已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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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变量。

表 4.9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中介效应

(1) (2) (3)

VARIABLES CP risk_ratio CP

fl 0.044*** 0.016*** 0.041***

(29.23) (20.32) (26.97)

risk_ratio 0.175***

(8.54)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28*** -0.010*** 0.330***

(49.55) (-3.70) (49.80)

N 28,123 28,123 28,123

根据表 4.9中第（2）列所示的回归结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家庭

金融素养水平可以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这说明，家庭金融素养水

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资产配置组合的多样性，增加家庭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

力，拓宽家庭的收入渠道。此外，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家庭的财富积

累，同时可以缩小财富差距。第（3）列报告了同时考虑金融素养与风险金融资

产配置比例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素养与风险金

融资产配置比例均与共同富裕指标正相关。其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

数为 0.041，表明了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存在直接促进作用；风险金融资产

配置比例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175；表明了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比例对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为了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并分析中介效应的

大小，本文采用 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从 Bootstrap检验

的结果来看，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间接

效应大小为 0.0028，进行偏差调整后，在 95%的置信水平下，该间接效应的置信

区间为（0.0022，0.0035），占总效应的 6.22%。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风险

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据

此，本文验证了假设 H4a，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

产配置比例，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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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家庭风险厌恶程度的中介效应

下表 4.10列示了以 risk_aversion作为中介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YES表示

相关控制变量已经得到控制，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此处不再列示。

表 4.10 家庭风险厌恶程度的中介效应

(1) (2) (3)

VARIABLES CP risk_aversion CP

fl 0.044*** -0.487*** 0.042***

(29.23) (-43.64) (26.56)

risk_aversion -0.005***

(-4.99)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28*** 3.702*** 0.345***

(49.55) (79.08) (46.44)

N 28,123 28,116 28,116

根据表 4.10第（2）列所示的回归结果，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厌恶水平的回

归系数为-0.487，这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可以

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第（3）列报告了同时考虑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厌恶

水平的回归结果。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42，即提升家庭金

融素养可以对共同富裕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对共同富裕的回

归系数为-0.005，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这表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与共

同富裕指标负相关，因此，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可以促进共同富裕。从理论

上看，蔡庆丰（2022）提出家庭的文化教育支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跨期风险投资，

因此，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可以使家庭更加包容教育文化投入的回报期长、

风险大等问题，进而增加家庭的教育文化投入。本文进一步利用 Bootstrap法对

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从 Bootstrap检验的结果来看，金融素养通过降低家庭

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大小为 0.0022，进行偏差调整后，

在 95%的置信水平下，该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013，0.0029），占总效应

的 5%。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提升家庭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

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据此，本文验证了假设 H4b，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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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4.7稳健性检验

上文所用的金融素养指标（fl）采用了因子分析法进行构建，这种方法会造

成一定程度的信息损失。因此，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本文选用加总法构建金融

素养指标。具体的构建方法为，首先，将上文所述的问卷调查问题（fl1-fl7）回

答正确的赋值为 1，回答错误的赋值为 0。对于 fl8（家庭受访者对经济、金融信

息的关注程度）与 fl9（家庭受访者对股票、债券、基金的了解程度），为了统

一各指标的取值范围，本文采用归一化的处理方式，处理后的取值范围在 0到 1

之间。其次，将数据累加计算累计得分作为家庭的金融素养得分(fl_score)。

下表 4.11列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在利用 fl_score替换主要解释变量后，金

融素养仍然对共同富裕（C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第（2）-（4）列示的回

归结果可以发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家庭金融素养仍然对家庭物质富裕、精

神富裕、社会共享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4.11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VARIABLES CP CP1 CP2 CP3

fl_score 0.012*** 0.021*** 0.002*** 0.014***

(19.13) (17.04) (3.07) (14.61)

hsize -0.001 -0.008*** 0.010*** -0.004***

(-1.21) (-7.07) (15.94) (-5.12)

sex -0.044*** -0.086*** -0.022*** -0.025***

(-23.05) (-23.67) (-10.32) (-8.72)

age 0.000*** 0.001*** -0.000 0.000***

(5.44) (6.08) (-0.00) (3.21)

married 0.017*** 0.023*** 0.021*** 0.008***

(14.51) (10.36) (15.92) (4.37)

party 0.020*** 0.048*** 0.021*** -0.009***

(8.98) (11.31) (8.56) (-2.60)

edu 0.055*** 0.093*** 0.058*** 0.014***

(94.92) (84.64) (91.43) (16.37)

east 0.098*** 0.130*** 0.019***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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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1

(1) (2) (3) (4)

VARIABLES CP CP1 CP2 CP3

(36.14) (25.23) (6.49) (35.94)

mid -0.005* 0.033*** -0.004 -0.045***

(-1.82) (5.99) (-1.36) (-10.31)

west -0.012*** 0.036*** -0.009*** -0.063***

(-4.31) (6.71) (-2.86) (-15.15)

Constant 0.259*** -0.048*** 0.488*** 0.338***

(39.51) (-3.82) (68.04) (34.59)

N 34,543 34,543 34,543 34,543

R-squared 0.396 0.305 0.297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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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参考张金林（2022）构建的个体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从微观角度测度了

样本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标，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家庭金融素养对共同

富裕的影响，结论如下：

第一，从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我国家庭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

大的城乡差异性与区域差异性。城镇家庭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和社会共享水平

均高于农村家庭，其中，物质富裕维度的差异最大。从区域对比的结果来看，东

部地区在物质富裕、社会共享维度显著优于非东部地区。

第二，从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呈现

明显的右偏分布，这意味着我国家庭间金融素养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大部分

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而存在少部分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较高，拉高了金融素

养的平均水平。此外，我国家庭金融素养呈现城镇高于农村的特点，在地域差异

方面，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明显高于非东部地区的城镇家庭，然而，农

村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不大。

第三，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对共同富裕具有促进

作用。从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来看，这种促进作用都是显著的，并且家庭金融素

养水平对物质富裕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社会共享维度，对精神富裕维度的促

进作用最小。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对农村家庭的共同富裕促

进作用更大；家庭财富规模在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过程中起负向的调节作

用，也就是说，对财富规模较小的家庭而言，提升金融素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

用更大。

第四，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验证了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

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两条渠道促进共同富裕。从中

介效应模型的 Bootstrap检验结果来看，提升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

资产配置比例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6.22%；提升金融素养通

过降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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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政策建议

从金融素养的测度结果来看，大部分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无论是从我

国的金融发展角度出发，还是从金融消费者自身权益的角度出发，提高居民的金

融素养都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于如何

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发挥家庭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多渠道的家庭金融素养提升政策。提升家庭金融素养要依靠政府、

金融机构、家庭等主体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监

管机构应积极引导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素养宣传工作。政府可以通过

电视、官方网站、自媒体等多平台开展基础金融知识宣传，在中小学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工作，强化群众对金融素养重要性的认识。通过普及金融知识，矫正部分

居民对于金融市场的认识，建立居民对金融市场的信心，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

意愿。其次，金融机构应发挥金融素养宣传工作的主体作用。金融机构作为与群

众直接接触并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应积极为家庭提供资产配置、信贷等金

融咨询服务；同时，通过开办金融知识宣传讲座、发放金融知识宣传册等方式，

让家庭更好的了解经济、金融相关政策和知识。最后，家庭应改变思想观念，提

高学习金融知识的意识，积极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获取融资服务，实现

自身金融福利。

第二，金融素养宣传工作应适度向农村家庭和低财富家庭倾斜。从实证分析

结果来看，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对农村家庭和低财富规模的家庭的共同富裕促进作

用更大。这也反映了农村家庭与低财富规模的家庭的发展更大程度的受到自身金

融素养水平的限制，此类家庭提升金融素养的需求更为迫切。并且受到自身可接

触信息渠道的限制，农村家庭与低财富水平家庭接触金融知识、参与金融市场的

途径更少。在金融素养的普及工作中，应着重向此类人群开展金融教育工作。在

向农村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不仅需要挖掘此类群体的真实需求，设计出真

正符合需求的金融产品，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向此类群体开展金融素养培训教育，

宣传个人征信、存贷款利率等基础知识，从主观的角度提高其参与普惠金融的积

极性，提高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效率。

第三，加大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保障家庭投资者在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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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提高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是金融素

养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的中介途径。监管机构应健全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

制，通过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有效性，促使风险资产合理定价，努力营造制

度健全、运行有效的投资环境。同时，监管机构应健全资本市场立法，严厉打击

操纵股价等行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切实保护中小投资

者利益，充分发挥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在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效

应。

第四，从家庭自身的角度出发，家庭应充分认知可行能力的匮乏严重限制着

家庭成员的发展。家庭决策者应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多关注金融、经

济相关信息，学习金融市场基础知识，并适度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谋求自身收

益的最大化。此外，家庭决策者可以将金融投资理念运用到教育文化投资等领域，

在教育投资等方面，更加注重教育文化投入可能带来的长期回报，做出理性决策，

充分发挥金融素养对于优化家庭教育文化投资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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