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启示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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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ꎬ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ꎬ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

稳定发展ꎬ投资者教育在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ꎬ把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已初见成效ꎮ 本文首先ꎬ分析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在行业内及兴业证券的

实践与成效ꎮ 其次ꎬ阐述了目前投资者国民教育工作现状带给我们的启示ꎮ 最后ꎬ结

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ꎬ对老年人投资者教育工作提出了设想ꎬ进一步探索老

年人投资者教育的理念和模式ꎮ

关键词:证券　 投资者　 国民教育　 老年人投资者教育

２０１３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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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出ꎬ加大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力度ꎬ将投资者教

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试点ꎮ 近期ꎬ证监会与教育部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ꎬ

统筹规划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工作ꎮ

一、“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行业内

以及兴业证券的实践与成效　 　 　 　 　 　

　 　 国内许多机构已启动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有益尝试ꎬ以期促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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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教园地】

资者整体素质得到提升ꎬ开创投教工作新模式ꎮ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广东证监局向广

东省政府建议ꎬ将金融理财知识纳入国民教育范畴ꎬ并于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在广州市 ３６

所中小学试点金融理财课ꎬ①培养学生的财富观、理财观ꎬ提高公民的“财商”ꎮ 大连

商品交易所截至 ２０１８ 年已与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 ６４ 所高校、８ 个地方期货业协会、

４９ 家期货公司合作完成了 ９０ 个培育项目ꎬ其中纳入学分的项目占 ８５％ ꎬ培训近 ６２００

名学生ꎬ得到了参与高校和市场各方的普遍欢迎和认可ꎬ并激发了高校学生学习期货

知识、运用期货知识的浓厚兴趣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国证监会推动“将投资者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试点ꎬ在 ２０ 余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试点工作ꎬ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中

小学、大学、职业院校等课程设置”ꎬ②普及金融知识ꎬ提升我国公民财经素养ꎮ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合作备忘录»ꎬ

把行动落实到实处ꎬ积极践行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从高校着手ꎬ深入探

索ꎬ迈出投资者教育的坚实一步ꎬ努力践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ꎬ并在投资者教

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方面取得良好成效ꎮ 兴业证券充分利用优越的培训资源及场地

优势ꎬ致力于推进与高校的交流合作ꎬ兴业证券投教基地与福建江夏学院共同打造了

福州大学城投教基地ꎬ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正式落成揭牌并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ꎬ掀

开校企合作新篇章ꎮ 一是线下广覆盖ꎮ 大学城投教基地将兴业证券实体投教基地的

投教服务进行有效延伸ꎬ立足于江夏学院、辐射福州大学城范围乃至整个福建辖区周

边高校ꎬ推进投资者教育与高校第二课堂有机结合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兴业证券投教基地

先后走进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 １０ 余所高校ꎬ将“中国资本

市场发展历程”“大众理财及价值投资”“防范不良校园贷”等不同主题投教讲座带进

大学校园ꎬ推动投资者教育与国民教育体系相结合ꎬ将投资者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相

结合、投教基地建设与校园教育体系相结合ꎮ 二是线上多延伸ꎮ 兴业证券投教基地

充分发挥集团协同优势ꎬ与公司财富管理总部共同组织开展 ２０１８“兴业证券杯”全国

高校模拟投资精英挑战赛ꎬ吸引了 ７ 万多人报名参加ꎬ参赛高校达 ２００８ 所ꎮ 在此次

大赛中ꎬ投教基地组织各地分公司积极走进百余所高校ꎬ举办证券金融知识讲座及高

校沙龙系列活动ꎬ系统全面地帮助师生了解证券知识ꎬ培养投资理念ꎬ防范金融风险、

维护合法权益ꎬ为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ꎮ 同时ꎬ通过线上模拟炒股实盘

比赛、知识竞赛ꎬ充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ꎬ让参与者在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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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兴业证券子公司兴证期货与“２１１ 高校”福州大学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联合开展

了高校期货人才合作培养项目ꎬ建立高校金融人才培养—实习实训基地ꎬ深化推进将

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ꎮ 设置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化、系统化课程:在理论

方面ꎬ设置了涵盖期货基础知识、法律法规、模拟交易等课程ꎻ在实践方面ꎬ组织学生

进行校外实习实践、沙龙研讨活动等ꎬ提高学生期货投资业务的实习实践操作技能和

辨别防范投资风险的能力ꎬ与校方联合开展期货知识竞赛、行业高端论坛或学术交流

会、实践交流活动等ꎬ为福州大学专业骨干教师到公司接受业务实践和培训提供支持

和协助ꎬ探索构建高等教育与期货行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ꎬ为投资者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行了有效探索和积极实践ꎮ

兴业证券还积极利用在古田设立的福建省首家以红色金融主题为特色的省级投

资者教育基地ꎬ在革命老区深入践行特色国民教育ꎮ 闽西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ꎬ是红色金融的发源地ꎬ是“共和国金融摇篮”ꎮ 兴业

证券古田投教基地立足红色革命老区ꎬ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优势ꎬ在开展投教服务工作

中铭记初心、担当使命ꎬ传承红色基因ꎬ有效落实红色革命老区投资者教育和权益保

护工作ꎬ打造特色鲜明的“投资者教育 ＋国民教育 ＋红色金融 ＋党建”投教平台ꎬ将闽

西红色金融历史文化和投资者教育工作有机结合ꎬ弘扬红色革命精神ꎬ宣传红色金融

文化ꎬ打造红色投教品牌ꎬ以此实现资本市场的爱国主义教育ꎮ

兴业证券古田投教基地通过打开大门“请进来”和积极主动“走出去”相结合的

方式ꎬ深入践行“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与当地政府、干部学院、红色培训

机构、旅行社等单位密切合作ꎬ充分抓住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在古田开展

“重走红军路”“不忘初心ꎬ牢记使命”主题党建、研学活动的契机ꎬ将学员引导至基地

现场教学ꎬ开展党史、红色金融、儿童财商、风险警示等专题讲座ꎮ 同时ꎬ积极走进龙

岩学院、上杭实验小学、上杭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等学校及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关注

儿童成长的儿童财商公益活动ꎬ开发出儿童财商教育、防范校园贷、防范非法集资等

系列课程ꎮ

二、当前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作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推广落实的情况来看ꎬ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已经初见成效ꎮ 但在推

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与挑战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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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重视不够ꎬ资源投入不足

证券公司对投资者教育重视不够、资源投入有限ꎬ教育的内容过于简单ꎬ缺乏风

险警示教育ꎬ忽视对投资者综合投资素养的提高ꎬ教育的效果弱化ꎮ 证券公司的投资

者教育主要是不定期举办投资讲座、咨询服务活动等ꎬ教育模式单一ꎬ缺乏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ꎬ缺乏教育的经常性、连续性、全面性ꎮ 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ꎬ证券公司的讲

师不足ꎬ聘请讲师的成本较高ꎬ也影响了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进行系统性教育的积极

性ꎮ

(二)缺乏投资者教育的规划ꎬ长效机制不足

投资者教育应是一个长期性、基础性、系统性教育的过程ꎬ①应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ꎬ贯穿各个年龄段的投资者ꎮ 而当前ꎬ首先ꎬ我国的投资者教育缺乏科学的战略规

划ꎮ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ꎬ都没有将金融知识作为通识课程ꎬ②投资者对投资相关

的基础知识、法规政策、风险等了解甚少ꎬ投资理财知识储备不足ꎬ非理性交易行为特

征和过于“政策依赖”的倾向导致盲目入市ꎬ风险意识淡薄ꎬ自我保护能力较弱ꎬ充分

体现了我国投资者教育制度不足、内容结构不均衡、课时安排不合理、投资者教育重

心错误的问题ꎬ最终影响整个教学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ꎬ迫切需要解决投资者教育

的战略规划问题ꎮ 其次ꎬ教学管理缺乏统一ꎮ 各证券机构在投资者教育的教学管理

方面ꎬ仅是分别结合其业务各司其职、各行其效ꎬ在教学方式、计划、内容进度等方面

没有统一的标准ꎬ③投资者教育的教学管理工作机制有待健全ꎮ

(三)缺乏投资者教育的资源ꎬ师资力量不足

一是投资者的学习资源、学习渠道有限ꎬ我国正规教育中很少有投资教育方面的

教材ꎬ市面上投资理财的教材质量参差不齐ꎬ中小投资者学习投资理财主要是依靠一

些网站、电视、论坛、非正规书籍等ꎬ其教学内容不够严谨、良莠不齐ꎬ甚至依靠听消

息、看股评等ꎬ容易产生误导ꎬ学习教育缺乏科学性、有效性ꎮ 二是投资者教育存在区

域发展的不平衡ꎬ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者搜集信息的渠道更广ꎬ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

者则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ꎬ各地区间教育资源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ꎮ 三是缺乏第三

方投资者教育模式ꎬ如网校、函授等ꎬ未建立起第三方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有机结合ꎬ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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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第三方教育机构对现行教育模式的有效补充ꎮ 四是相关理论基础扎实、具备投资

从业经验的师资缺乏ꎬ投资者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教育工程ꎬ需要大量具有经

济学、金融学专业背景和证券从业经验的师资以满足投资教育的需要ꎮ

三、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老年人投资者教育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

老龄化社会ꎬ不仅需要在医疗护理等物质领域照顾好老人ꎬ而且需要为老人提供充分

的再教育机会ꎬ以满足老人的精神与文化需求ꎮ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ꎬ亟须完

善将老年人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统筹规划和规范指导ꎬ加快推动系统的

老年人投资者教育体系的建立ꎬ形成老年人投资者教育的整体布局ꎬ促进全社会树立

理性投资理念ꎬ推动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ꎬ实现“文化养老”ꎮ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现状ꎬ如何对老年人进行与资本市场发展相匹配的教育ꎬ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探索ꎮ

(一)强化明确老年人投教活动的目的ꎬ夯实老年人投资者教育之本

建立涵盖老年人投资者教育的国民教育体系ꎬ首先要明确投资者教育的最终目

的ꎬ才能围绕教育的目的ꎬ清晰明确、有的放矢地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策略ꎬ以更有效地

进行老年人投资者教育的实践ꎮ

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凸显ꎬ完善老年人投资者教育体系是推进资本市场

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ꎮ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严重ꎬ

老年人消费水平呈现递增的趋势ꎬ据统计ꎬ到 ２０３５ 年将突破 ２０ 万亿元ꎬ基本是近年

来全国 ＧＤＰ 总量的 １ / ３ 左右ꎻ到 ２０５０ 年ꎬ预计将达到 ６０ 万亿元的市场占有量ꎬ成为

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ꎮ① 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ꎬ完善老年投资者的知识

结构ꎬ提高其投资素养ꎬ帮助其逐步成长为合格、理性的投资人ꎬ才能推动资本市场健

康规范发展ꎮ

二是有数据显示ꎬ在各类金融诈骗案件中ꎬ中等收入、有经济自主性的中老年人

受骗比例最高ꎬ为 ６７. ３％ ꎬ②因此ꎬ提升老年投资者辨识水平ꎬ提高对老年投资者的保

护力度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ꎮ 通过完善的老年投资者教育ꎬ提高他们的自我判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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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增强对金融欺诈、虚假信息、违法违规行为的辨识能力ꎬ避免陷入投资理财的骗

局ꎬ增强其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ꎮ

三是帮助老年人树立良好投资理念ꎬ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ꎮ 老年投资者是资本

市场中的弱势群体ꎬ其在信息的获取、筛选、分析方面处于劣势ꎬ加强老年投资者的教

育ꎬ减少投资行为偏差ꎬ降低盲目投资ꎬ增强对风险的防御能力ꎬ是充分保护老年投资

者权益、提升市场公平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ꎮ

四是引导树立正确投资观念ꎬ提升国民整体素质ꎮ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

日益凸显ꎬ老年人将是未来的投资者主要群体ꎬ通过将老年投资者教育试点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ꎬ帮助老年人形成和树立正确的理财意识ꎬ认识资本市场、树立合法合规意

识ꎬ提高金融素养ꎬ为未来投资者教育奠定良好基础ꎮ 老年投资者教育本身也是素质

教育的一部分ꎬ引导中小投资者树立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ꎬ培养良好的投资习惯ꎬ提

高投资的专业技术和理性决策能力ꎬ也是提升国民金融素养的客观要求ꎮ

(二)完善投教的系统规划协调ꎬ提高老年人投资者教育之质

立足投资者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ꎬ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ꎬ由分散化教育活

动ꎬ发展为集中统筹、多方联动的教育机制ꎬ使投资者教育的体系更完整、机制更完

善、覆盖更广泛、形式更多样、效果更明显ꎮ

一是制订老年人投资者教育发展规划ꎮ 完善制度体系的规划、设计ꎬ明确教育的

目标和重点ꎬ形成师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式的科学衔接ꎻ在证监会与教育部的

联合推动下ꎬ加强证券业与教育界的协作配合ꎬ在老年大学、职业教育机构等各类教

育中适当纳入老年人投资者教育ꎬ共同发挥合力ꎬ不断提高老年教育的普及率和办学

率ꎮ

二是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ꎬ加强教学模式创新ꎮ 采用多种教学模式混合的策略ꎬ

根据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目标群体ꎬ用学员自发组成形成的学习小组取代传统的师生

界限教育形式ꎮ 同时ꎬ应用远程教学、演示、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ꎬ加强教学中的交流

与互动ꎬ使不同居住区域、各文化层次的老年人学习需求得到满足ꎮ

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ꎬ加强教育模式和载体运用方面的多样性、创新性、

时代性、寓教于乐性ꎮ

三是统筹现有教育资源ꎬ丰富教育手段和产品ꎮ 在没有将老年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之前ꎬ经费不足是老年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ꎮ 将老年教育经费纳入全市

教育预算ꎬ增设老年教育工作专职人员ꎬ按雇员制方法ꎬ聘用专职工作人员ꎬ由市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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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和老年大学统筹使用ꎮ 鼓励老年大学与证券机构合作ꎬ并探索将老年教育办进社

团、福利院ꎬ拓展老年教育阵地ꎬ共同对老年投资者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课程体系

等方面进行规划和完善ꎬ不断探索更贴近老年人需求的投教途径ꎬ加强老年人的教育

工作ꎮ

(三)加快专业教育机构的建立ꎬ营造老年人投资者教育之态

许多境外发达市场都建立了专门负责老年投资者教育的机构ꎬ各类老年大学、老

年培训项目与组织由此而生ꎮ 其中不仅包括老年大学ꎬ还有在开放大学、社区学院以

及其他传统大学教育资源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各种老年人教育项目ꎮ 法国率先创建

“第三年龄大学”ꎬ学员年龄平均为 ６５ 岁ꎬ课程有体育锻炼、卫生保健ꎬ以及文学、历

史、政治法律、时事等ꎮ① 许多国家学习法国的做法ꎬ创建第三年龄大学ꎬ提供的课程

覆盖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ꎬ以及太极拳、室内保龄球、游泳、瑜伽等运动课程ꎬ

可满足不同学习的各种需要ꎮ 例如ꎬ英国目前有近 ８００ 所此类大学ꎬ日本老年大学的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ꎮ 总体而言ꎬ此类学校读的教学重点包括老年人的生存意义、相互

交流、社会教育等ꎮ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退休年纪相对世界较早的现状下ꎬ有钱有时间的老年人

已成为目前资本市场中最具潜力的目标人群ꎮ 借鉴国际经验ꎬ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特点ꎬ建立专业的老年人投资者教育机构ꎬ作为对现有教育机制的有效补充是我国

老年教育的主要组成形式ꎮ 针对老年人这个投资群体的特点和需求ꎬ以开放大学、社

区大学、老年大学、网络教育、函授、夜校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设投资者教育课

程ꎬ进行因材施教、持续不断的教育ꎮ 政府部门也应加大对老年投资者教育机构的经

费支持力度ꎬ保障其有效运作ꎮ

(四)实现资源共享ꎬ鼓励社会、非营利组织办学

在国际上ꎬ非营利组织是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的主要力量ꎮ② 应将非营利组织纳

入老年投资者教育服务工作体系中ꎬ鼓励、引导并帮助非营利组织进行老年投资者教

育活动ꎬ深化非营利组织在老年投资者教育中的服务职能ꎬ例如ꎬ交易所、结算公司、

投资者保护基金等ꎬ③可通过直接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教育机构的方式来进行老年投资

者教育ꎮ 鼓励社会团体办学ꎬ可以设置流动的老年大学ꎬ将老年大学带进社区ꎬ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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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国外老年人教育:再识生命意义»ꎬ载百度网: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ｓ? ｉｄ ＝１６４００７５００４７７１６６５６８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 年１０ 月 ２４ 日ꎮ

参见李学颖:«谈投资者教育»ꎬ载«金融理论探索»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张毅:«利用第三方模式完善我国投资者教育的可行性分析»ꎬ载«时代金融»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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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ꎬ更好实现全社会的老有所学ꎮ 鼓励以公益性老年投资者教育、从业行为规范为

宗旨的非营利组织的设立ꎬ并完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ꎬ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ꎬ使

其更好地推动、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建立老年投资者

教育的长效机制ꎬ从而进一步提高基层老年人教育的普及率和办学率ꎮ

随着中国证监会与教育部的联手推动ꎬ未来ꎬ投资者教育的范围将更广、更宽ꎮ

在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方面ꎬ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利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行业

协会、自律组织、非营利机构等的专业优势ꎬ深入高等学校、社区开展系列科普公益讲

座ꎬ普及证券期货常识ꎬ提升社会公众的投资风险意识及理财能力ꎮ 此外ꎬ社会政府

各界应充分重视老年人投资者教育问题ꎬ加强与老年大学、社区的联系ꎬ推动建立起

全方位、长期合作关系ꎬ帮助老年群体做个“明白人”ꎬ守住“钱袋子”ꎮ 投资者教育工

作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ꎬ推动社会健康发展ꎬ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努力实现我

们的中国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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