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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县域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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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围绕江西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开展了专项调研，构建了金融素养指数，从借贷行为、

理财行为、保险行为以及金融咨询行为四个方面构建了 Probit 模型，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方

向及其显著程度。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来看，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市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特征人群差异明

显；从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来看，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群体特征对金融行为影响

显著。对此本文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构建农民金融教育长效机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二是打造多维金融服务

推广体系，提升农民金融获取意识；三是推进农民增收致富发展目标，调动农民金融参与积极性；四是加强农村金

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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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与金融自由化的融合发展，居民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和便利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在享受这些进步

的同时，个人更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判断与分析金融信息的真实性和适用性，这对个人金融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

别是 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源于居民家庭不合理的借贷行为，将金融素养教育纳人政策层面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包括美国、

德国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纷纷通过实施各种金融教育项目与措施来提高国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金融素养是否影响金融决策

以及如何影响金融决策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的要求，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因此要解决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满足特殊

群体金融需求的市场失灵问题，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农户是必须优先考虑的对象。在大力推广农村普惠金融教育背景下，研究

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金融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实角度来看，通过对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及其对金融行为影响的研究，一方面加深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影响的认识，了

解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增强金融能力，提升金融风险的认识水准，更好的让农村居民掌握必需的金融知识，主动加强对金融

产品的了解程度，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行为，提升金融素养也是对农村居民金融行为的一种预防性保护。另一方面加强对金融

素养水平的认识，可提高金融决策行为的理性程度，减少系统性行为偏差。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还可扩大金融服务的

受众面，增强金融市场的活跃性，扩大金融的包容性、普惠性，让更多的农村家庭享受到金融市场发展的红利，为政府相关金

融决策提供微观数据支撑，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从金融素养的视角研究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行为，一方面基于调查收集微观农户数据，可以了解农村

居民金融素养的人口统计分布情况，为不同的农村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普惠金融教育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分析金融素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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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金融行为的影响，形成对既有金融素养和家庭金融行为理论的验证和补充，为提高其金融福祉、促使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

发展提供理论和实务支持。 

二、理论分析 

本文在归纳和梳理关于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农户金融素养与负债行为、理财产品购买行为、保险购

买行为和咨询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假设。 

1.农户金融素养与负债行为 

从债务人资质来看，一方面，相对于金融素养低的农户，金融素养高的农户对借贷方式较为了解，其借贷渠道也较为广泛;

另一方面，金融素养低的农户对于自身的信用管理能力更差，更可能出现逾期、债务积累、破产等问题(Gerardi et al., 2010; 

Mottola, 2013; Lusardi et al.2014)，信用状况不佳使得金融素养低的农户难以获取贷款;此外，金融素养低的农户难以实现

财富积累，无法提供有效的抵押物，难以达到金融机构的审批条件。从还款能力来看，王正位等(2016)发现，金融素养有助于

帮助低收人家庭跃升到高收人家庭。金融素养高的农户能更好地管理自身财富，其收人存在潜在的增长空间，能有效保证还款

付息，因此其还款能力高于金融素养低的农户。综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户更可能拥有负债。 

2.农户金融素养与理财产品购买行为 

从购买意愿来看，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行为水平较高，能理性分析金融市场，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从而达到自身效益最大化，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更高，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较强。从购买能力来看，金融素养高的农户通

过管理自身财富获取了一定的收益，相比于金融素养低的农户，更具备购买理财产品的实力。综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户更倾向购买理财产品。 

3.农户金融素养与保险购买行为 

从对保险产品的了解程度看，金融素养高的农户拥有较多的金融知识，对于保险产品的运作机理、风险收益情况更为了解，

能够正确认识保险产品的本质，不容易被保险经纪人忽悠。从购买意愿看，金融素养高的农户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倾向于通过

购买各类金融产品降低风险，如用保险市场分散自身所面临的长寿风险、重大疾病风险和意外事故风险以及经济系统波动风险，

对保险产品的购买意愿较强。从购买能力来看，金融素养高的农户经济实力越强，做出金融规划的能力就越强，能够购买金融

产品以应对家庭未来财务的不确定性。综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户更能正确理解保险的作用，通过购买保险为家庭提供保障。 

4.农户金融素养与咨询行为 

从咨询意愿来看，农户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金融素养高的农户为使财富保值增值，对财富的规划使用具有较高要求，

对金融建议的需求较为强烈。从咨询方式来看，金融素养高的农户通常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为使自身财富收益最高，

他们更可能通过咨询专业人士获取金融信息，以达到自身财富配置最大化的目的。综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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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户更可能通过咨询专业人士获取金融信息。 

三、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和金融行为的专项调查 

本文的专项调查包括两部分内容:农户调查和专家调查。目前对金融素养的评价并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测度工具和标准，因此

在测度金融素养指数时应进一步明确指标设置和问题措施、计分体系等具体要求，才能构建与农村地区居民自身特点相契合的

金融素养指数。因此，本文在专项调查中有针对性的开展了试点预调查实现问卷本土化(问题设置、措施等)和专家调查作为金

融素养评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所占权重赋值依据。 

(一)专家调查确定金融素养评估指标的重要性 

表 1金融素养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本金融产品认知 A 

信用维护认知 A1 
风险和回报 C 

风险回报认知 C1 

不良信用记录了解 A2 风险分散认知 C2 

银行产品认知 A3 
金融规划 D 

收入用途规划 D1 

银行卡区分 A4 理财意识 D2 

金融工作认知 A5 
金融知识普及 E 

电信网络诈骗经历 E1 

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 B 

贷款前准备 B1 假币识别 E2 

利率比较 B2 
金融权益保护 F 

假币的处理 F1 

利率计算 B3 金融消费维权 F2 

通货膨胀认知 B4 
主观金融素养 G 自我认知 G1 

保险认知 B5 

 

（二）农户调查 

此次农户调查采取江西省全辖县域普查的形式，调查样本覆盖了江西省辖内 80 个县（含县级市），并规定调查对象为常住

地是非城关镇的农村居民。调查内容包括四个方面: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素养、金融服务使用情况（即

金融行为）。其中，金融素养是从基本的金融产品认知、金融知识理解、金融风险与回报、金融规划、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权益

保护和主观金融素养七个方面开展，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指数。金融行为则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保险行为

和咨询行为四个方面开展。 

在正式发放问卷前，本文首先选取了赣州市信丰县为试点开展预调查，旨在修正问卷中问题设置、问题措辞等，减少调查

对象对测试问题的误读而影响到测量结果准确性等情况的发生。其次，本文根据指标题干答案设置进行赋值，得出江西省农村

居民金融素养基本情况。接着，本文采取“德尔斐”法对指标赋权重值，在江西省内 10个地级市开展专家调查，每个市的专家

样本为 5 名，共计 50 名。受访专家对农村金融均有深度了解，主要包括 4 类专家:县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乡镇干部、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相关人员。最后，综合专家打分的权重和问卷的得分，本文得到农村地区居民金融素养评价指数。 

根据设定赋值标准，金融素养调查满分为 65分。表 2为江西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平均表现。受访者基本产品认知均值 13.88

分（总分 19 分），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均值 9.98 分（总分 16 分），风险和回报均值 4.94 分（总分 8 分），金融规划均值 5.16



 

 4 

分（总分 7分），金融知识普及 5.09分（总分 7分），金融权益保护 2.24分（总分 4分），主观金融素养 1.66分（总分 4分）。 

总体而言，主要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基本金融知识认知方面信用知识水平较强，金融产品认知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对各

类金融知识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对信用评价有一定了解，信用维护认知了解水平较好，平均得分 3.6分（总分 4分）;第

二，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能力中下。从调查情况来看，在金融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上的能力有限，平均得分为 9.98 分（总分 16

分）；第三，风险与回报认知有待进一步提高。大部分受访者能正确理解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关系，但对风险多样性和风险分散的

认知不足，该项平均得分为 4.94分（总分 8 分）；第四，金融规划意识较强。在金融规划上，该项平均得分为 5.16 分（总分 7

分），受访者普遍表现出较强的金融规划意识;第五，金融知识普及可进一步加强。该项的平均得分为 5.09 分;第六，金融权益

保护意识需加强。大部分被调查者不能通过有效途径解决金融纠纷问题，保护自己的金融权益，该项平均得分为 2.24分（总分

4分）;第七，主观金融素养偏低。在自我评估金融素养方面，平均分仅 1.66分（总分 4分），仅 7.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金融素

养水平好或非常好，58.0%的受访者认为自身金融素养水平一般，甚至 34.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金融素养不好或非常不好，这里

也不排除中国重视谦虚的传统，普遍给予自己较低的评分。 

表 2江西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各指标平均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基本产品认知 A 

13.88分 

信用维护认知 A1 3.60 1 4 

不良信用记录了解 A2 3.22 1 4 

银行产品认知 A3 1.97 1 4 

银行卡区分 A4 2.88 1 4 

金融工作认知 A5 2.22 1 3 

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 B 

9.98分 

贷款前准备 B1 2.66 0 4 

利率比较 B2 2.22 0 4 

利率计算 B3 1.24 0 2 

通货膨胀认知 B4 1.06 0 2 

保险认知 B5 2.79 1 4 

风险和回报 C 

4.94分 

风险回报认知 C1 2.72 0 4 

风险分散认知 C2 2.22 0 4 

金融规划 D 

5.16分 

收入用途规划 D1 2.05 1 3 

理财意识 D2 3.10 0 4 

金融知识普及 E 

5.09分 

电信网络诈骗认知 E1 2.36 0 3 

假币识别 E2 2.72 1 4 

金融权益保护 F 

2.24分 

假币的处理 F1 1.21 0 2 

金融消费维权 F2 1.03 0 2 

主观金融素养 G 

1.66分 
自我认知 G1 1.66 0 4 

 

结合上文专家调查的权重以及指标赋值，本文确定了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指数。通过转换为百分制计算得到样本整体平均得

分为 66.23分，进一步分析发现江西省农村地区居民金融素养整体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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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着通过分析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来考察我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特征和具有不同特征人群的金融素养的差异化情

况。主要表现为:金融素养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男性金融素养普遍高于女性;学历越高金融素养越高；自主创业/经营个体或

私营企业者、受雇于他人或单位和其他的受访者各项指标得分最高，务农的农户金融素养最低。收人越高金融素养各项指标得

分越高，同时收人越高的受访者主观金融素养评分也越高。 

通过对江西省内各地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比分析发现:在 11 个地市中，有 7 个地市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综合平均水平超过

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萍乡、九江、赣州、景德镇、南昌、抚州和上饶。其中，金融素养水平最高的地市为萍乡，最低的为新

余。金融素养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省内经济总量排名靠前的大地市，而金融素养相对较低的地区主要为省内小地市。 

四、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金融行为的实证分析与结论 

（一）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需要对金融素养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保险行为以及金融咨询行为的关系进行考察。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借贷行为、

理财行为、保险行为以及金融咨询行为，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被调查对象实施了相关行为用 1 表示，否则用 0 表示。Probit

模型主要用来分析，被解释变量为 1 和 0 的二值选择离散模型。因此，选择该模型来分析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回归方

程的形式设定为： 

 

其中，1=1，2,3,4，分别代表借贷、理财、保险以及金融咨询 4种金融行为。J=1,2……n，代表每个被调查样本，一共 2370

个样本，变量的定义及赋值情况见表 3。Aij是 0-1 型虚拟变量，当农村居民有借贷行为时，Aij=l,反之则 Aij=0,理财、保险以及

金融咨询行为与之相类似。literj表示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X表示控制变量，即金融素养主体的人口统计特征，比如年龄、性

别、教育水平、年收人等。αi 表示截距项，εij 为随机误差项。βi､γi 作为回归系数体现的是潜变量变化的结果，实际意义不

易理解和解释，因此在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中，本文给出便于直观理解的边际效应，即自变量对金融行为的边际影响。 

表 3变量定义、类型及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性质 变量定义或赋值 

自变量 金融素养评价指数 数值型 19是个指标评分*专家对该指标赋值的权重 

因变量 

借贷行为 虚拟变量 发生=1，否=0 

理财行为 虚拟变量 发生=1，否=1 

保险行为 虚拟变量 发生=1，否=2 

金融咨询行为 虚拟变量 发生=1，否=3 

控制变量 

性别 虚拟变量 女=0,男=1 

年龄 数值型 具体数值，单位:岁 

最高学历 顺序变量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职高或中专=4; 

大专及以上=5 

家庭年收入 顺序变量 5万元以下=1;5～10万元=2;10～20万=3;20～30万元=4;30万元以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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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描述 

1.自变量——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指数。本文 

所采用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指数，是根据上文中对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评分乘以专家赋值的权重得出。为了能更直观地观

察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评分情况，对其进行百分制处理，结果显示，江西省农村居民素养评分平均为 66.14分，标准差为 15.24，

最高分为 96.92分，最低分为 21.53分。从分布特征看,峰度为 2.99，说明农村居民金融素质的评分的峰度比较接近标准正态分

布的峰度，偏度为-0.75<0,说明评分分布为左偏，表明低于平均分以下的被调查者居多，说明当前江西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

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见表 4）。 

表 4江西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评分的统计指标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金融素养评分 66.1376 15.2380 0.7526 3.3145 -0.7544 2.9920 

 

2.因变量——借贷、理财、保险以及金融咨询 4种金融行为。 

（1）借贷行为。用问卷中“您是否申请过贷款?”的问题，来表示借贷行为的发生，有 52.18%的受访者表示申请过贷款，

主要向农商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金额在 3～10万元的占比最大，为 38.53%,其次是 10万元以上的，占比为 33.88%，其

他金额合计占比 27.59%。贷款方式上，以小额信用贷款为主，占比 66.35%,其次是抵押贷款，占比 16.59%，农户联保等其他方

式占比 23.07%。 

(2)理财行为。用问卷中“您购买过理财产品吗?”来表示理财行为的发生。其中，只有 31.94%的被调查者表示购买过理财

产品。银行是被调查者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渠道，从银行柜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是 74.02%，剩下的 25.98%

则主要从支付宝等渠道购买。在选择理财产品时，47.56%的受访者更看重保本型，42.67%的受访者则更看重收益，9.78%的受访

者更看重最低投资额。 

(3)保险行为。用问卷中“您购买过保险吗？”来表示保险行为的发生。有 61.60%的被调查者表示购买过保险产品。在保险

产品的选择上，财产保险以机动车辆保险为主，人寿保险以医疗险和重疾险为主。 

(4)金融咨询行为。鉴于被调查者主要通过现场宣传，向银行人员咨询、网络、专题教育等互动模式开展金融知识学习，因

此用问卷中“您每周是否会在金融教育方面投人时间？”来替代金融咨询行为的发生。有 49.58%的被调查者表示每周会进行金

融知识学习。其中，学习时间在 2小时以下的占比 77.03%，2～4小时的占比 15.91%,4小时以上的占比 7.06%。 

表 5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金融素养评价指数 2.2762 0.5162 0.7526 3.3145 

借贷行为 0.5215 0.4996 0 1 

理财行为 0.3194 0.4663 0 1 

保险行为 0.6160 0.486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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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咨询行为 0.5042 0.5001 0 1 

年龄 43.0929 11.5362 14 86 

性别 0.6426 0.4793 0 1 

学历 3.3367 1.0321 1 5 

家庭年收入 2.0278 0.9531 1 5 

 

3.控制变量。本文选择年龄、性别、学历和家庭年收入等影响个人金融行为的人口统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将全部样本的

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年龄的最小值为 14,最大值为 86，均值为 43.09,标准差为 11.54,说明被调查

者年龄差异显著。此外，样本中学历和家庭年收人的差异也较大，平均值分别为 3.34 和 2.03，最小值均为 1，最大值均为 5，

标准差分别为 1.03和 0.95。 

(三)Probit回归结果描述 

1.Probit模型 

根据模型 1，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对借贷、理财、保险、金融咨询行为影响。为了检验模

型的设定问题，本文采取了普通标准误差和稳健标准误差两种方式进行 Probit估计，从表 6可知，稳健标准误差与普通标准误

差非常接近，因此可以不必担心模型的设定问题。 

表 6 Probit模型计量结果 

变量 
借贷行为 理财行为 保险行为 金融咨询行为 

普通 稳健 普通 稳健 普通 稳健 普通 稳健 

金融 

素养 

0.6630*** 

[0.0651] 

0.6630*** 

[0.0675] 

0.3656*** 

[0.0687] 

0.3656*** 

[0.0704] 

0.3563*** 

[0.0625] 

0.3563*** 

[0.0628] 

0.802*** 

[0.0671] 

0.8023*** 

[0.0663] 

年龄 
0.0034 

[0.0030] 

0.0034 

[0.0030] 

-0.0115*** 

[0.0031] 

-0.0115*** 

[0.0030] 

-0.0052* 

[0.0029] 

-0.0052* 

[0.0029]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性别 
0.3889*** 

[0.0581] 

0.3888*** 

[0.0584] 

0.0781 

[0.0603] 

0.0781 

[0.0604] 

0.1179** 

[0.0573] 

0.1179** 

[0.0576] 

0.0578 

[0.0583] 

0.0578 

[0.0583] 

学历 
0.109*** 

[0.0343] 

0.1096*** 

[0.0342] 

0.1613*** 

[0.0348] 

0.1613*** 

[0.0351] 

0.0429 

[0.0339] 

0.0429 

[0.0339] 

0.1449*** 

[0.0340] 

0.144*** 

[0.0342] 

家庭 

年收

入 

0.1923*** 

[0.0317] 

0.1923*** 

[0.0315] 

0.1154*** 

[0.0308] 

0.1154*** 

[0.0306] 

0.1527*** 

[0.0316] 

0.1527*** 

[0.0310] 

0.0643** 

[0.0303] 

0.0643** 

[0.0303] 

常数

项 

-2.6035*** 

[0.2456] 

-2.6035*** 

[0.2471] 

-1.6798*** 

[0.2491] 

-1.6798*** 

[0.2521] 

-0.8068*** 

[0.2356] 

-0.8068*** 

[0.2346] 

-2.5147*** 

[0.2447] 

-2.5147*** 

[0.244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Probit 计量结果，证实了本文前面的假设，金融素养对借贷、理财、保险、金融咨询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金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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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越高，越有可能发生借贷、理财、保险、金融咨询行为，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当前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提高农村人口的金融素养，有助于其获得金融服务，进而改善生活福祉。 

同时，人口的统计特征对金融行为同样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学历越高和收人越高的农村居民越有可能发生金融行为，且

基本都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然而，年龄因素是个意外，无论以年龄还是用年龄的平方进行处理，年龄的显著性都不高，系

数比较小，系数的符号也正负不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成果，金融行为随着年龄变化呈现倒“U”型特征(胡

振等，2019)，比如 60岁后不能贷款，不能购买保险等限制，导致 60岁以后，金融行为无法随年龄增长而变化。 

2.含内生变量的 Probit模型 

在解释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一方面农村居民可能通过参与金融行为而提高自身的金融素养，另一方面

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由于这两方面的影响，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工具变量

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您主要通过以下哪种方式了解金融知识？”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了解金融知识的方式与金融素养

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了解金融知识的方式不直接影响金融行为的决策，故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对农村

居民了解金融知识的方式进行赋值，采取 1种方式了解金融知识的赋值为 1，2-3项的赋值为 2,4-5项的赋值为 3,5项以上的赋

值为 4。使用该工具变量，采用两步法进行 IVProbit估计。 

第一步，先将获取金融知识的方式与金融素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及控制变量都在 1%的置信水平下，与金

融素养存在相关关系。其中，金融获取方式的丰富性有助于提高金融素养，男性比女性拥有更高的金融素养，学历与家庭年收

人与金融素养呈正相关关系，这些都与前文的分析相一致。另外，第一步估计的 F值为 262.54,工具变量的 t值为 10.55。根据

Stock & Yogo(2005)，F值大于 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 16.38。表明本文用“您主要通过以下哪种方式了解金融知识?”作为金

融素养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步，再对金融素养影响金融行为的内生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于借贷、理财、金融咨询三项金融行为的

沃尔德内生检验的 p值分别为 0.0434、0.0786和 0.0000,可以在 10%、10%和 1%的置信水平上认为金融素养是借贷、理财、金融

咨询三项金融行为的内生变量。说明存在未度量的遗漏变量，在提高金融素养的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发生借贷、理财、金融

咨询行为的倾向。同时在使用 IVprobit 模型时，金融素养对借贷、理财、金融咨询行为的估计系数都有显著增大，且都在 1%

的置信水平下存在相关关系，表明如果忽略了金融素养的内生性，将会低估金融素养对借贷、理财、金融咨询三项金融行为的

影响。而金融素养对保险行为的内生变量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居民购买的保险多数为机动车辆险等强制性保险，

对金融素养的提高帮助不大。 

因此两阶段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确实会提高农村居民发生借贷、理财和金融咨询行为的可能性。 

表 7两步法 IV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借贷行为 理财行为 保险行为 
金融咨询 

行为 

金融 

素养 
- 

1.095*** 

[0.3057] 

0.8849*** 

[0.3074] 

0.2802 

[0.2984] 

2.6934*** 

[0.3606] 

年龄 -0.0080*** 0.007* -0.0072* -0.0058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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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9] [0.0040] [0.0040] [0.0038] [0.0046] 

性别 
0.0928*** 

[0.0183] 

0.3456*** 

[0.0659] 

0.0262 

[0.0681] 

0.1256* 

[0.0643] 

-0.132* 

[0.0775] 

学历 
0.1644*** 

[.0103] 

0.0326 

[0.0634] 

0.0678 

[0.0681] 

0.0565 

[0.0623] 

-0.1896** 

[0.0741] 

家庭 

年收入 

0.0790*** 

[0.0096] 

0.155*** 

[0.0410] 

0.0708* 

[0.0405] 

0.1593*** 

[0.0405] 

-0.0965** 

[0.0471] 

常数项 
1.6170*** 

[0.0681] 

-3.385*** 

[0.5943] 

-2.613*** 

[0.5949] 

-0.6694 

[0.5764] 

-5.936*** 

[0.6992] 

IV 
0.1308*** 

[0.0124] 
- - - - 

调整后

的 R2 
0.3558 - - - - 

沃尔德

检验 
- 0.0434 0.0786 0.7940 0.0000 

 

3.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接下来采用对回答问题评分加总来度量居民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和剔除 60岁以上子样本这

两种方法来检验。首先，借鉴 Lusardi & Michell(201lb)的方法，采用对回答问题评分加总作为金融素养水平指标，分别对借

贷、理财、保险、金融咨询行为做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基本上与前文的结果是一致的：金融素养水平(评分累加)对农村居民

发生借贷、理财、保险、金融咨询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都在 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考虑到 60 岁以上样本的金融行为可能与其他农村居民的金融行为不一样，故，本文把 60 岁以上的受调查者从样本中剔除

再次进行估计，一共剔除了 199 个样本。可以发现，剔除这些样本后，金融素养水平对农村居民金融行为的影响与前文的结果

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控制变量对金融行为的影响与前文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围绕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开展了专项调研，通过在江西省辖内80个县随机选择农户开展问卷调查，获得了2370

个有效样本数据，并邀请专家进行评估打分确定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指数，最后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保险行为以及金融咨询

行为四个方面构建 Probit模型，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方向及其显著程度。考虑到金融素养可能是个内生性

变量，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与农村居民的学历、性别和收人是正相关的。学历越高，金融素养水平相应越高。

女性的金融素养明显低于男性的金融素养。收人越高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更高。这可能是农村居民家庭资源越多，那么

就越有动力去提高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第二，居民家庭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其借贷、理财、保险和金融咨询行为。这

表明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居民家庭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信贷、理财、保险和金融咨询行为决策，更好的利用信贷

市场平滑一生的消费而提高家庭的金融福祉，而居民家庭合理的信贷决策也有助于信贷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本文调查也显示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导致农村居民整体金融素养水平有限，而较低的金融素

养水平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在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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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农民金融教育长效机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 

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农民掌握金融知识，强化金融技能，而金融教育是提升农民金融素养的重要途径，建议加强金融教

育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多渠道为农民提供金融教育。一是将金融知识教育纳人国民教育体系。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需求确定不

同的金融教育内容，同时推进金融知识进课堂，逐步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和理财观念，培养金融风险意识，从而提升个人金融

素养进而回馈给家庭，带动家庭整体金融素养的提升。二是开展针对性的金融知识普及。各地区要针对辖内农民金融素养薄弱

环节制定相应的金融教育措施,加快补齐短板;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针对性的知识普及和金融咨询。三是采取多样化的金融知

识宣传手段。可根据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设立专门的金融教育宣传场所和开展金融知识下乡活动进行金融知识普及。 

（二）打造多维金融服务推广体系，提升农民金融获取意识 

农村居民在通过教育提升金融素养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等主体部门加强金融政策推广和引导，提高农户对开展

金融行为的认知，增强农户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一是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政策引导作用。农村基层干部要深人农户，

全方位、深层次地向农户介绍最新金融政策，推广普惠金融理念，加大对政策性保险和信贷贴息政策的宣传，让农户主动参与

到金融活动中来。二是发挥农村金融机构的专业指导作用。农村金融机构应在对农户金融素养水平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针

对不同层次金融素养水平的农户设计匹配其能力和需求的金融产品，以便农户能够合理高效地进行金融决策，实现金融目标。

三是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示范效应。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

重要参与主体。普通农民可以观察和学习专业大户及家庭农场对金融产品的选择，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金融决策。 

（三）推进农民增收致富发展目标，调动农民金融参与积极性 

调查发现，收人越高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更高，金融素养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西省内经济总量排名靠前的大地市，

而金融素养相对较低的地区主要为省内小地市。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地

区产业结构，推动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加大对特色产业和特色农产品扶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带动农副产品销

售和解决农民、贫困户的就业创业问题，提高农村居民收人水平。二是要加大农村地区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引导涉农金融机构

回归本源，切实加大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倾斜力度。推动金融科技与传统农村金融产品服务相融合，以

适应和满足农村地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三是要加大金融精准扶贫力度。促进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深度结合，支持和鼓励贫困

户进行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将传统的“输血”扶贫模式转变为“造血”扶贫模式，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四）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居民将更加主动和频繁地参与银行借贷等金融活动，在鼓励农民参与金融活动时，要

向其传递个人信用的重要性，关注其风险承受能力。同时，在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逐渐向农村地区蔓延的趋势

下，要增强农民抵御非法金融活动诱惑的能力。一是加大农民金融合法权益保护力度。坚持农民在金融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加

强农民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农村居民与金融服务机构良性互动机制。二是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

正反激励机制，对信用好的农民给予信贷扶持和优惠利率，将存在违约失信的农民列人“黑名单”，从而强化其责任意识，规

范金融行为。三是加强农村金融风险防范。构建县域金融监管单位与基层政府部门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农村非法金融

活动预警监测体系，严厉打击农村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大惩处力度，净化农村金融环境;加强农村地区金融法律与假币、

金融诈骗识别与防范技能宣传，提高农民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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