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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联合国针对最脆弱群体推广的普惠金融战略取得了重大进展。自2011年以来，全
球范围内共有12亿人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个金融账户。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目前都实施了普惠金融战略并通过
正规的金融系统进行政府金融支付。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女性和其他历来被边缘化的人群正愈来愈多
地接触和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 

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依然暴露了全球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弱点。全世界各国人
民尤其是中低收入（LMI）群体正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收入和资产也在不断贬值。全球各细分人口的金融
脆弱性在这次疫情中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在疫情发生时，大部分人没有做好充分的财务准备以应对持续
性的收入危机。2017年一项关于全球金融韧性的研究显示，肯尼亚、越南、希腊、智利、哥伦比亚和孟加
拉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一旦失去收入，将无法仅依靠存款或通过变卖财产来保障三个月的基本生活
需求。

面对这些严峻挑战，我们亟需一套解决方法来衡量和改善个人与家庭的金融状况。金融健康正是我们
现阶段研究、倡导并实践的新兴主题，它旨在了解和评估我们所服务人群的财务状况并最终改善其福祉。

金融健康是一套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有效工具和综合性方法论。过去各国的政府和私
营部门广泛实施普惠金融政策，具体措施包括为民众提供更加便捷和低成本的贷款服务等，以助力实现全
球减贫（SDG 1）。但是我们认为，尽管普惠金融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多元化来减
少贫困，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普惠金融成果则需要我们以更广阔的角度审视当下的问题。金融健康重
在帮助个人和家庭预防财务危机，提升金融韧性，设立长期财务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普惠金融成效的可持
续性才可能充分显现出来。

金融健康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帮助民众提升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避免弱势群体在危困时期通过削减
必要开支度日或采取不恰当的金融自救手段。金融健康超越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可获得性，与其他更广泛的
一系列政策（如社会保障）相互关联，涉及不同的行业（如医疗和农业），服务于多样的细分人群。

此白皮书旨在建立有关金融健康的基准论调，整理归纳全球机构及个人目前的循证工作成果。本文探
索了金融健康的重要内涵和驱动要素、金融健康的度量方法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在金融健康中所起到的作
用。此篇致力于让各方在金融健康这一议题上达成共识，呼吁公众、政府和私营部门等有志加入我们的合
作伙伴集体学习、共同行动，以促进实现全球金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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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洞见

更全面的方法论

金融健康虽不是解决当前困境的万能之策，但它
为我们确定目标、创造影响力、度量结果提供了
一个更综合的视角。从各方面来讲，金融健康都
是推动全球减贫和促进经济福祉的一套进阶方
法论。

重要内涵和驱动要素

金融健康议题包含很多层面，我们需
要区分金融健康的结果和金融健康的
驱动要素。

金融健康的度量标准

金融健康与普惠金融相比，前者的
度量标准更加精细化，它提供了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中期
目标，应当成为政府优先考虑实施
的政策。

金融服务提供商

金融机构和服务提供商将客户的金融
健康摆在核心位置能促进企业的持续
增长，并实现长期股东价值最大化。

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

政府已经认识到个体的金融健康状况会影响到全
民的生产力，但各国的金融健康政策仍处于起步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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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健康虽不是解决当前困境的万能之策，但它为我们确定目标、创造影响力、度量结果提供了一个
更综合的视角。从定义上，金融健康包括个人金融生活的四个重要方面：金融安全感、金融韧性、金融控
制力和金融自由。金融健康是指个人可以实现日常生活需求、应对突发财务危机并追求长远财务目标的状
态。实现金融健康的人群同时对自己的财产具有掌控力。金融健康的各个维度体现如下：

•    满足短期消费需求的能力（金融安全感）

•    应对意外和不利事件的能力（金融韧性）

•    掌控当下和未来资产的能力（金融控制力）

•    实现长期财务目标和欲望的能力（金融自由）

从各方面来讲，金融健康都是推动全球减贫和
促进经济福祉的一套进阶方法论。一方面，金融健康
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它同时采取客观和主观的方法
去衡量结果。这体现了一个原则：影响力对于不同的
人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好由个人自行去定义影响
力。另一方面，金融健康能够覆盖更多极其重要的度
量指标。相比普惠金融常用的交易数据指标，金融健
康的衡量指标（例如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提供流动资金
的能力）能更加细致地反映个人的财务状况。金融健
康把金融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的诸多要素纳入了考虑
范畴，如个人情况（收入和资产）和环境因素（社会
资本和公共基础设施）等等。

金融健康议题包含很多层面，我们需要区分金融
健康的结果和金融健康的驱动要素。金融健康的结果
从定义出发分为金融安全感、金融韧性、金融控制力
和金融自由共四个方面。金融健康的驱动要素则涵盖
一系列个体和环境因素，例如收入、资产、财务习惯
（如储蓄和支出）、社会资本和社会经济环境等。这
些不同的要素以无数种组合的形式影响着金融健康。
举例来说，收入相同、财富相当的两个个体可能会因
财务习惯和所属社会经济环境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金融
健康状况。综上，金融健康是一个精细化的概念，这
使得金融健康能够全面呈现消费者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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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认识到个体的金融健康状况会影响到全民
的生产力，但各国的金融健康政策仍处于起步阶段。大
多数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更加关心金融稳定性和消费者
保护，但对于实现金融健康来讲，这些远远不够。我们
坚信金融健康和金融稳定性之间存在协同关系，二者的
协同发展可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推动。首先是确立
金融健康的度量标准，并将其摆在建设金融健康的核心
地位；然后是将那些能够转化的金融健康成果作为行业
和国民目标。对于创新创业领域，政府可以明确金融创
新的边界，从而塑造正向的创新环境。此外，政府还应
当赋能消费者群体或直接倾听民众反馈，这样不仅能会
督促从业机构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
消费者的金融需求。 

金融健康与普惠金融相比，前者的度量标准更加精
细化，它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SDG）的中期目标，
应当成为政府优先考虑实施的政策。我们已经试用过若
干度量金融健康的框架，一些框架收集了他人反馈的
金融健康状况和金融行为；另一些纳入了通过观察发
现的财务状况；还有一些侧重了解人们对金融健康的
主观感受：例如他们对自身金融健康状况的看法，以
及对自己未来金融状况的信心。

金融机构和服务提供商将客户的金融健康摆在核心
位置能促进企业的持续增长，并实现长期股东价值最大
化。在本白皮书（第四节）中，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屋建
瓴且务实的路线图，金融机构和服务提供商可以据此定
制符合自身情况的道路，在快节奏商业环境中依然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开启金融健康之旅。该路线图以四大战
略支柱为基础，为金融机构和服务提供商提供参考：1) 
将金融健康作为企业的战略要务； 2）重新排列各项业
务评估指标和模型的优先级； 3）调整技术、产品、流
程和合作伙伴等各要素为最终目标服务；4) 深化客户关
系，建立客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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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框架都有其特性，但它们也有共同点。建立金融健康衡量框架所需考虑的关键因素主要包
括：社会背景（例如社会资本）、指标透明度（金融健康的结果/各驱动要素）以及所用数据类型（供给
方/需求方）。通过衡量客户的金融健康，我们可以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行动方针来改善全体民众、尤
其是边缘弱势群体的金融健康，并驱动市场朝着有利于消费者金融健康的方向有序发展。

我们再次强调，金融健康是一项涵盖了有关经济福祉和减贫等概念的高级术语。抛开各种定义，金融
健康一词从根本上代表着某项金融活动对个体产生的积极影响，即该行动是否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提升
财务抗风险能力和经营累积财富等方面为受众做出了贡献。实现金融健康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本身，而是我
们帮助民众、社会和市场抵抗经济冲击，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这意味着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者需要
共同协作来达到金融健康的结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我们希望本篇报告能为政府、政策制定者
和私营部门实施干预措施提供有用的建议，促进个人和家庭的金融健康。

点击此处，可阅读英文报告原文

https://www.uncdf.org/article/7008/delivering-financial-health-globally-a-collection-of-insights-approaches-and-recommend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