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提升基金投教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作为促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投资者教育工作已经成

为基金行业越来越重视的工作。通过前面分析，我们看到在金融基础知识普

及、倡导长期投资、提示非理性投资行为等方面，投资者教育工作都起到了

积极的正向作用。

但与此同时，基金投资者教育工作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

目前投资者教育内容仍欠缺体系化的梳理，缺乏对不同人群画像的定制化、

系统性内容。其次，基金投资知识偏专业，对于许多初入门的个人投资者而

言有一定的门槛，如何平衡投教知识的易懂性、趣味性和专业性，对于基金

公司而言仍是一大挑战。第三，买方投顾业务目前处在起步阶段，尚待发展。

大力发展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提升基金投资者获得感的重要手段。围绕提

高投资者的认知、技能与信心，需要基金公司、基金销售机构、投顾机构、

媒体等各行业的共同努力。为促进未来基金投资者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根据过往开展投资者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尝试对未来投资者教育的发展

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行业推进投资者教育有所助益。

（一）从投资者需求出发，强化投资者教育的互动、反馈机制

目前，投资者教育更多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模式，投教内容更多是传

递基金知识来满足投资者对于基金投资盈利目标，这造成了投资者对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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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波动、风险认知与实际持仓体验严重偏离，使得市场上基金投机主义

现象盛行。

基金公司应在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立场和框架上明确基金的属性，引导投

资者真正认识到基金投资的本质，从而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投资观念。

同时，要注重倾听投资者的声音，加强对投资者教育的反馈工作，真正从投

资者需求出发，更好地生产符合投资者需求的投资者教育内容。

（二）聚焦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搭建完善的投资者教育内容

体系

随着基金投资的普及，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投资者投资需求呈现出

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一方面，基金公司可以联合权威调研机构，通过定

量和定性等手段，对不同投资者人群进行调研，科学掌握不同投资者人群的

投资偏好和理财需求；另一方面，基金公司可以聚焦重点人群的需求，通过

创新性的内容和多样化的渠道输出定制化的投资者教育内容。

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居民的理财配置需求在大幅增长，但自身专

业认知有限。对于这类人群，基金公司要主动走进，通过线下讲座、社区展

位、电视直播等形式，介绍基金投资基础知识，帮助其树立理性投资的理念。

老年人群往往面临金融诈骗等问题，基金公司可以积极走进社区，设置

宣传点和开展线下讲座，帮助老年人掌握防范非法集资和电信诈骗的方法，

同时向老年投资者重点普及个人养老金制度和第三支柱下规范化的养老金融

产品，满足老年人的理财需求。

针对目前迅速增长的年轻人投资群体，基金公司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

漫画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投资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还可以联合

高校，通过走进校园、开设财商课程、大学生理财知识竞赛等形式，引导年

轻人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通过搭建分层次、系统性的投资者教育内容体系，满足不同投资者群体

的投资需求，引导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促进整个资本市场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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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提升投教内容的可读性和易懂性

投资者教育工作推进的一大难点在于如何把专业性的投资知识以有趣且

合规的形式传播给投资者。近年来，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投资者教

育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直播和短视频等新媒体投教一方面帮助基金公

司触达到更多的投资者群体，另一方面有效提升了投资者学习投资知识和技

巧的积极性。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公募基金市场投资者状况调

查报告（2020）》，基于互联网的视听化新媒体形式是投资者最喜欢的投资教

育形式。

新媒体的内容传播虽然普及性广，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仅适合基础

的投资知识科普。有鉴于此，基金公司应积极通过线下讲座、座谈会等面对

面的形式进行更深度的投教活动，解答投资者的疑问，满足投资者对深度投

教知识获取的需求，全方位地提升投资者的知识水平。

（投资者数量占比）

30 岁以下

62.9% 65.7% 58.4% 47.3%

47.0% 47.1% 46.9% 39.5%

42.5% 41.8% 40.1% 37.7%

38.1% 37.9% 32.1% 31.3%

26.5% 27.8% 33.1% 31.5%

23.7% 23.7% 26.1% 30.8%

5.7% 4.6% 7.7% 12.2%

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

其他线上媒介形式

现场讲授、交流、座谈

发放书籍、宣传材料

报刊、财经杂志等纸媒形式

客户经理“一对一”的形式

其他

30—45 岁 45—60 岁 60 岁以上

图 2020 年受调查个人投资者最喜欢的投资教育形式

资料来源：中国基金业协会

传统的单向的投教方式，往往对于投资者行为的改善有效。除了线下活

动注重双向互动外，基金公司可以尝试通过互动视频，借助 VR/AR 等形式，

增强投资者的参与感，引发其自主思考并反思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公募基金在探索投资者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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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式创新的同时，必须注重专业、诚信与合规，严禁娱乐化。在平衡投教

创新与合规方面，重点是让投教业务回归本源，避免销售导向，而坚持以投

资人利益为先。

（四）加快买方投顾业务发展，提供人性化的全流程服务

公募基金的投资者教育工作确实有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但在

切实改变投资者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方面仍作用有限。细究原因，投资者无法

践行正确的投资理念，有的可能是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有的可能是

因为“有限理性”。

投资往往存在“反人性”和知易行难的特征，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

投资者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外界力量来真正践行正确的投资理念。而投顾业

务正是帮助投资者获取更好投资体验的有效途径。投顾业务对客户的帮助体

现在降低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损耗，以及改善投资者的投资体验和问题解决

体验。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调查，在被问及对投顾服务的需求时，2020 年

73% 的投资者对基金投顾服务有兴趣，其中，67% 的投资者明确需要投顾服

务。在阻碍投资者长期持有基金的原因中，46% 的投资者提到“基金选择困难，

需要专业投资顾问的帮助”。

参考海外成熟资本市场经验，投顾业务是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方向，有

利于实现千人千面的投顾服务，并提升投顾触达人群和服务效率。目前，美

国投顾行业较成熟，2021 年投顾管理客户资产 128.5 万亿美元，SEC 注册投

顾管理美国客户资产占美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比例高达 80.4%。而目前我国的

基金投顾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持牌机构数量和管理规模，还是可投

产品范围，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渠道布局方面，国内基金投顾机构仍

以线上为主，大多数基金公司选择在银行和第三方代销机构上线投顾产品，

并通过线上直播、短视频、文章等形式进行投资者教育和陪伴。

为客户创造价值是投顾发展的关键。投顾服务应贯穿于投资者投前、投

中、投后的全投资生命周期，为投资者提供全流程的陪伴服务。我们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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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投顾业务可投资产范围的扩充、收费机制的多样化，以及智能投顾的发

展，基金投顾业务将通过全流程和智能化的服务为投资者提供更优的服务体

验，帮助投资者提高基金投资获得感。

（五）汇聚多方力量，推进投资者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事实上，多方合作是提升基金投资者教育的广度和深度的关键。除了基

金公司，监管机构、协会、媒体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1 年起，中国基金业协会发起“一省一司一高校”投资者教育活动，

主要面向三四线城市居民、高校学生等投资者普及金融知识，传播长期投资

和价值投资的理念。该活动携手多家基金公司、基金销售机构、券商、高校

等机构，有效地整合了多方资源，取得了较好的投教成果。

在媒体方面，目前，基金公司积极借助媒体力量宣传投资者教育，通过

开设日常投教专栏、发布市场观点、提示市场风险等，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

投资。

基金销售是触达投资者的重要环节，基金公司和基金销售机构都非常注

重投资者陪伴，希望通过陪伴帮助投资者以知行合一的方式践行长期投资的

理念。未来，基金公司可积极联合基金销售机构进行投资者行为和投资体验

的调研，为投资者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投资者教育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根基，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已经成为

监管、协会、金融机构、媒体等多方的共识。随着未来多方合作范围的拓展

和合作内容的丰富，基金投资者教育工作必将迎来新的高潮，再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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