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建设面向居民家庭的普惠金融体系∗ ∗

吴卫星

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主要服务对象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

发展,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拥有的财富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居民家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快

速增加,但家庭间金融素养差异巨大。 金融服务体系需要适应这一变化,使其不仅能够为企业提

供金融服务,还能够为居民家庭提供高质量的普惠金融服务。 2023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召开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将普惠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 会议也特别强调

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获得了高速发展,但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相对较低,单户家庭的财富普遍较少且收入波动大,与金融机构谈

判地位低,所以得到的金融服务不一定能够和其金融需求匹配,有可能不得不承担与收益不相称

的风险,并且部分金融机构有可能通过加大杠杆等手段将金融风险转嫁到居民家庭,甚至酿成社

会风险。

一、面向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供给快速增加,但供给与需求之间结构性矛盾呈现

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消息,2023 年前三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398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6. 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 9% 。 ①目前中国居民家庭拥有的财富总量巨大,同时增速较高。 据相关报告估计,2022 年中

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 278 万亿人民币②,是当年我国 GDP 的两倍多,且从 2020
年到 2022 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7% 。 在这一前提下,居民家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呈现以下几个

特点。
首先,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提高,家庭间金融服务效率的差异也在加大。 我国金融系统的

快速发展使得更多的居民家庭可以获得金融服务,这是社会的进步。 从居民家庭金融服务可得性

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均银行账户数。 据中国人民银行报告③,截至 2023 年第二季度末,
全国共开立个人银行账户 141. 89 亿户,人均拥有银行账户数达到 10 户左右。 这一数字在全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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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高的,代表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方面的高度。
总体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服务可得性增加的同时,不同家庭间所获得金融服务效率的差异

也在加大。 收入水平高和财富积累较多的居民家庭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而且资产配置

效率更高,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居民家庭往往难以得到金融服务。 这一现象不仅导致了金融系统效

率的降低,也可能导致居民家庭间财富差距的拉大,不利于共同富裕。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因为获得金融服务往往需要一定的金融素养,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往往金融素养也会较低;另外

获得金融服务往往需要一定的资金门槛和固定费用支出,导致了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不愿也不能

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当然也有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因为其非理性决策而在金融市场上蒙受

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普惠金融相关政策实施和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程度与

投资有效性,但也遇到“数字鸿沟”等问题。 资本逐利的特征导致小额金融服务的吸引力不足,金
融机构往往更加愿意为企业和最富有家庭从事金融服务以获取高利润,国家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以

及金融科技在实践中大量运用对此有所改变。
为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依然是最大的

居民家庭金融服务提供者。 我国是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国家,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

有重要地位,所以作为金融服务最主要提供者的商业银行响应国家普惠金融政策为居民家庭提供

了更多服务,并且通过利用最新科技发展线上业务等手段来降低服务成本;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家庭

相对于其他国家居民家庭对商业银行有着更高的信任度,更愿意接受来自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更多的金融机构也快速加入到为居民家庭服务中来,特别是一些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
这些公司利用自身电商或其他平台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特定场景相结合,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降低信息搜集和信用评估等业务处理的成本,使得为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变得商业可

持续。 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加了居民家庭投资便利性、帮助金融信息获取、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从而

显著提高了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有效性。 但是,即便金融科技降低了金融服务进入的门槛,金融科

技发展提高居民家庭资产组合有效性的效果依然在发达地区和较为富裕的家庭中体现更为明显,
“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存在。

第三,金融产品提供越来越丰富,但同时呈现同质化和复杂化趋势,与居民家庭服务需求存在

矛盾。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居民家庭服务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这些机构也推出越来越丰

富的金融产品,但是作为金融服务对象的居民家庭与企业本质上有不同,所以推出符合更多居民家

庭个性化需求的产品相对更为困难。 居民家庭财务特点各异,各自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家庭结构

复杂,非流动性资产占比较大,同时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往往比较低而且差异明显。 一方面,金融

机构为了获得足够多的利润,往往倾向于推出比较流行、发行规模大的产品而较少考虑居民家庭的

个性化需求,导致相当一部分家庭难以得到适合的金融服务。 这也导致了境内针对居民家庭的金

融服务供给不足,如 2016 年曾出现抢购境外保险等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机构出于逐利动机,会利

用居民家庭金融素养不足,刺激和鼓励居民家庭购买不符合自己财务状况的金融服务,导致居民家

庭的福利损失而自己从中牟利。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机构给大量

不符合资格的住房购买者提供贷款。 为了刺激美国居民家庭购买住房,美国的金融机构设计了很

多复杂的借贷产品,如“前端低费率后端高费率”的产品,让家庭误以为这种产品符合自己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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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我国不同阶段也有一些机构推出了较为复杂的理财产品,这些产品合同条款往往非常难以

理解,普通民众很难弄清其风险收益状况,有时候难免做出非理性的金融决策。
第四,部分金融服务引发居民家庭过度承担金融风险,甚至酿成社会风险。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

展,我国居民家庭享受了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居民家庭特别是年轻人负

债大幅增加。 据中国人民银行报告①,2023 年第二季度,银行卡授信总额为 22. 31 万亿元,银行卡

应偿信贷余额为 8. 55 万亿元,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896. 46 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商业银行

提供的个人信贷服务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同时逾期率也到了较高水平。 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

的债务总量大幅攀升,尽管和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债务收入比还相对较低,但增长率要高于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②。 为了获得更高的业务量,少数金融机构虽然声称采用大数据来筛选客户,但
实际上既不顾风险控制,也不顾客户的实际金融状况,鼓励客户超前消费和承担过多风险。 这一方

面导致金融机构在扩张中积累风险,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居民家庭过度承担风

险。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产品是同质化的,当市场向不利方向变动的时候,大量家庭会同时蒙

受损失,可能使得金融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 2005 年我国台湾地区信用卡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需要我们引以为鉴。

二、居民家庭金融服务体系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面向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

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金融市场信息传递能力有待加强,尤其是金融咨询业务发展不足。 我国金融业的信息披

露要求总体来看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针对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需要更高的信息披露标准。 金融市

场上提供的金融产品的各种条款对一般居民家庭而言过于复杂,往往一种金融产品有不同的阐述

方式和合同语言,这导致了居民家庭很难理解这些金融信息,难以实现家庭资产优化配置,从而无

法达到自己的财务目标。 另外,我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咨询服务能力也不足。 理论上来说,金融素

养低的投资者最好咨询专业人员,获取专业化的金融建议。 金融机构为居民家庭提供的私人银行

服务或者投资顾问服务,从其设计来看主要针对的是高净值人群,要么收费高,要么投资门槛高。
对于一般居民家庭而言,很难找到收费低廉、服务质量高的金融咨询服务提供者。 在一些情况下,
金融机构会提供免费的金融咨询,但此类金融咨询业务的工作人员收入通常与销售提成直接挂钩,
或者其绩效与特定理财产品销售额直接挂钩,这会妨碍工作人员客观地站在客户角度提供咨询

服务。
第二,面向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激励机制的扭曲。 当面向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时,服务合约

的激励机制非常重要。 企业往往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接受金融服务时服务的

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地位是基本对等的,双方均能理解合约并选择适合的服务。 但是当金融机构为

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时,这一对等情况被打破。 居民家庭金融素养参差不齐,低金融素养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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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很难为自己争取利益。 出于我国建国以来对金融系统的强监管、隐性担保和金融系统国有成

分占比高等原因,居民家庭对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往往过高,有时候甚至会盲目信

任。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一些金融机构别有用心,很容易利用各种促销方式来推广与客户利益

不一致的金融产品获取利润。
第三,金融市场的监管往往过于被动。 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是金融监管难以平衡的两个主题。

我国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总体持鼓励态度,这对金融系统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有帮助的。 实体经

济的需求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不同的特征,需要金融系统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从而更好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然而,当居民家庭作为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时,促发展与防风险之间

往往更加难以平衡。 金融机构出于利润的考虑,更愿意渲染服务的正面效果,对所提供服务可能导

致的风险不加提示或者不加强调。 当居民家庭不能辨别金融服务存在的风险时,金融机构更加倾

向于提供高风险高收益的服务,于是客户得到高收益时金融机构也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但客户损失

巨大时金融机构没有损失或者损失较小。 而且金融机构往往会充分利用杠杆,当盈利时获得巨大

收益,损失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嫁给居民家庭和其他金融市场参与者,从而扩大风险传染的范

围,放大风险影响的幅度,这时监管在风险发生之前介入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国 2012 年起 P2P 业

务迅速扩张,运营平台一度达到 5000 家左右,2020 年 11 月所有 P2P 运营平台全部关闭,这一过程

中金融监管部门介入主动监管的时机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四,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不足,差异程度高。 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提高对金融系统的正常运

行非常重要,只有金融市场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理性决策,金融市场才能够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作

用,否则就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较晚,建
国以来也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危机,很多投资者对金融风险的预判不足,对金融机构过度信任,这种

情况下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也相对更高。 同时居民家庭也很难克服自身贪婪与恐惧,往往受

“羊群效应”的影响,投资于同质化的高风险产品,当市场变化时可能引发大面积人群巨额损失,造
成市场波动和社会影响。

三、高质量发展面向居民家庭的普惠金融体系需要优化金融服务生态

总体来看,面向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体系与面向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如果

按照面向企业的金融服务提供方式和监管模式来发展面向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就难以达到目的,
甚至可能发生风险事件。 为了让金融市场能够更好地为居民家庭服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建立合

理激励约束机制,优化金融服务生态。
首先,充分考虑金融交易各方的能力非对称性,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金融系统长期

以来国有成分占比较高,导致了市场和监管机构都对金融系统的道德要求相对较高,人们也信任金

融机构。 随着金融系统的发展,面向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不能仅仅依赖于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的道德观念,要更加重视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 这里首先是金融机构和居民家庭之间的利益和损

失分配的问题。 这一问题表面上只要有合同约束即可,但由于居民家庭很难理解金融机构提供的

金融合同,因此金融服务提供者一方有义务了解其客户的真实状况和真实需求,量身打造合适的金

融产品为其服务。 在遇到损失时,应该设计合理的机制共同承担损失,进而促使金融服务提供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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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家庭的利益考虑而不会为了盈利故意诱使居民家庭犯错。 同时,当居民家庭因接受金融服务

而受损时,对金融机构的债务催收方式和财产追索权可以考虑适当限制,使得金融机构与居民家庭

有共同的利益目标,降低道德风险。
第二,要建立更为有效的信息披露标准,促进金融咨询服务的发展。 由于居民家庭的金融素养

有很大差异,针对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信息披露需要更加简单易懂,需要对收益率、风险和流动性

有更为标准化的披露方式,而且要防范金融服务提供者利用冗余信息来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另外,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力发展价格低廉但高质量的金融咨询

服务,使得普通居民家庭能够享受专业的金融咨询。
第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管能力,提高监管的主动性。 针对一般居民家庭提供的金融服

务往往涉及面非常广,一旦发生损失可能会酿成社会风险。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监管部门需要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改进监管手段,争取在风险暴露之前介入监管,尽可能降低损失的范围和幅度。 值得

注意的是,在金融产品准入方面,针对居民家庭的金融服务需要特殊考虑。 某些金融产品也许逻辑

上合理且对部分人群有价值,但是当面对居民家庭提供服务时,如果有可能出现大量家庭不能恰当

甚至错误使用这类产品,特别是有可能鼓励大量客户从事同质性高风险投资时,一定要力争在酿成

风险之前介入监管,甚至要求设立高准入门槛。
第四,加强针对居民家庭的金融教育干预,培育理性投资文化。 居民家庭要参与金融市场获得

金融服务,首先要金融监管机构尽量保障市场的公平性,但是能否达到自身财务目标,还是需要居

民家庭自身提高金融素养,才能让市场变得更加有效。 另外,如果居民家庭的整体金融素养提高,
监管部门也可以适度放松监管,让市场为居民家庭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提高金融市场的厚度。

(责任编辑:程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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