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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智商理论对我国理财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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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要
:

对富智力理论阐述 了对富观念
、

财富素质和财富创造三个方面的 内容
,

为理时教育提供了一些理论基抽和方

向性指导
。

本文对我国理对教育做了一般性历 史回顾
,

并阐述 了理对教育的原则
、

内容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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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初
,

美 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
.

W
.

辛克莱 ( 2 00 1) 在其著作 (财富智商》中提出了一个

关于智力的新概念—
财富智商

,

一时成为风靡全

球的新理念而倍受关注
。

一
、

财富智商理论
(一 )人们对财富的认识

财富一词
,

英语表述为 F O n 刀 n e ,

意为
“

富有
、

富

裕 ;( 大量 )财产 ; 大笔 的钱
”

(《英汉大词典 》上海译

文出版社 )
,

汉语意思是
“

具有价值的东西
”

(《现代

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
,

在这里
,

我们取前者之意
,

说得直白一点
,

财富即金钱
。

一谈到金钱
,

人们会涌出许多复杂的感情
,

对

之既爱又恨
,

并且总是与
“

利
”

联系在一起
。

中国古

代读书人是耻于谈
“

利
”

的
。 “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

利
” 、 “

正其义不谋其利
”

的古训束缚着中国古代读

书人的财富梦想
。

但是
,

当他们明白
“

书中自有颜如

玉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的道理时
,

便走向了另一条不

稼不稿不工不商而能金银满仓的财富之路
。

然而
,

这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

人们也不再讳言金钱和

利益
。

当我们冷静地对金钱做一次分析
,

发现它还

有另一个名称叫货币
,

也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

品
,

具有价值尺度
、

流通手段
、

支付手段和储存手段

的职能
。

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
“

财富
”

这个概念时
,

我们便能够抛舍掉头脑中对
“

金钱
”

的误解
,

从而树

立正确的财富观念
。

(二 )财富智商的含义
“

财富智商是人们的多种智能和个性品质在理

财素质上的综合
,

并通过实际的经济经营活动所显

示出来的致富的智慧和能力
。

它包含如下三个层面

的内容
: 1

.

财富 (金钱 )观念 ;2
.

财富素质 ; 3
.

财富创

造
。 ” t̀ 〕

这是辛克莱对财富智商所下的定义
,

下面
,

我们

来解读它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容和意思
。

1
.

“

财富观念
,

指的就是我们对财富
、

对金钱的

认识
、

看法和态度等等
。 ” 图人们常将金钱与一些不

光彩的事联系到一起
,

如权钱交易
、

邪道贸易
、

奸商

等
。

其实
,

只要我们认识到金钱作为货币的一般特点

以及金钱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

我们就能够树立正

确的财富观念
,

能够坦然面对金钱
,

从而在金钱面前

保持平静的心态
,

不致走人它的某些陷阱
。

2
.

“

财富素质就是人们在经营理财活动 中所表

现出来的处理该类事务
、

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

它包括

三个方面的素质
:
个性品质

、

商务素质
、

文化素质
。 ”

(31 为人真诚
、

胸怀宽广
、

勇于改错
、

勤奋努力
、

胆量过

人
、

创新意识等是极为重要的个性品质
。

商务素质是

财富素质的核心
,

它包括行业素质
、

经营素质
、

经营

原则
、

经营设想和市场分析能力
、

营销能力
、

决策能

力
、

财务素质
、

管理素质
、

法制观念等
。

文化素质特别

是实践知识是财富素质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

3
.

财富创造
,

辛克莱认为财富创造的关键在于
“

行动
” , “

只有通过行动
,

创业者经营理财的实际行

动
,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系列财富观念
、

财富素质才会

变为鲜活的东西… …你
,

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具有财

富智慧和财富力量的人 ; 你
,

才能撞开紧闭着的财富

大门
,

去创造一份属于你自己的财富
。 ” 闭

二
、

财富智商理论对我国理财教育

的启示

(一 )我国理财教育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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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智商理论对我 国理对教育的启 示

众所周知
,

中国的孩子不善理财
,

这与我们的

理财教育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
。

中国传统的正统

教育因受儒家
“

义利
”

观的影响而耻于谈利
,

关于理

财教育的记录只散见于一些士大夫和大家族的宗

族教育中
。

如颜之推的
“

施而不奢
、

俭而不吝
”

的治

家方法
,

以及主张兴建营造的大臣要注意考核工程

进度
、

节省费用的观点
。

在宗族教育中
,

理财教育却

相当受重视
,

如
: “

山西盐商张允龄终年行商在外
,

几年才 回家一次
,

为了督促子弟学习
,

每每
`

购诸经

传疏义及史汉诸书
,

车寄之
’ 。 ” 〔5〕

他们不仅注重书本

知识传授
,

而且重视商业实践
。 “

蒲州商人展玉泉
,

幼时
`

从翁游
’ ,

一直随父在长芦盐场业盐
。

张允龄

当其子弟稍长时
,

便带他们外出经商
。 ” 旧除了进行

商业知识的传授外
,

他们还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教

育
。

如提出
“

利以义制
”

的思想
, “

蒲州商人王现告诫

子弟
: `

故善商者
,

处财货之场
,

而修高明之心
,

是故

虽利不污… …故利以义制… … ” ,
; 川 重视勤俭

, “

榆

次常 氏家族
,

素有勤俭传统
,

虽
`

家财殷富
’ ,

但
`

自

奉俭约一如寒素
,

见之者不知为富翁也
’ ,

而且
`

勤

于家政
,

起必五更
,

历数十年如一 日 ” ,
; 〔8]
讲究诚信

,

“

张允龄
`

视财利甚轻
,

笃信重义
’ ,

榆次常万达于行

商中
`

凡所往来酬接
,

一以诚信相孚 ” ,
; 图待人宽和

,

“

乔致庸常告戒后人
`

为人做事怪人休深
,

望人休

过
,

待人要丰 ” , 。

(l0] 到了近现代
,

理财教育在商业和

职业性质的学校中倍受重视
,

但在其他教育领域 内

还是一片空白
。

在《财富智商》 (中译本 )的封面上
,

有这样一个

公式
: IQ (智商 )+ E Q (情商 ) + F Q (财商 ) = 资本家

。

在

此
,

我们不必去探讨
“

资本家
”

这个词的褒贬之意
,

只着眼于
“

财富智商
”

理论的引人对理财教育的积

极意义
。

《二 )我国理财教育的原则

根据财富智商理论
,

我国的理财教育应 当遵循

以下原则
。

1
.

目的性原则

理财教育 的 目的不仅仅在 于让孩子学到一些

财务知识及理财能力
,

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形成正

确的财 富观念并培养创造财富的意识
。

另外
,

在理

财教育 中要加强道德教育
,

只有这样
,

我们所倡导

的理财教育才会步人正确的轨道
,

而不致陷于数字

与金钱所构成的迷阵中去
。

2
.

方 向性原则

给孩子零花钱应该指导他们的消费
,

使他们从

小就懂得财务预算
,

了解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
。

现在的孩子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

往往会出现一

些不良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
,

如极易受一些广告

的诱惑
,

动不动就讲品牌
、

搞攀比
、

模仿明星等
。

零花

钱不够就伸手向父母要
,

如果不加以好好引导
,

其后

果是不堪设想的
。

3
.

方法性原则

循序渐进是美国人在理财教育上积累的成功经

验
,

值得我们学习
。

美国孩子3岁时便认得货币
,

5岁

时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

7岁时能看价格标签
,

8岁时

知道做额外工作赚钱和存钱
,

9岁时能够制定开销计

划
、

购物时知道 比较价格
,

10 岁时知道每周节约一点

钱
,

以便大笔开销时使用
,

12 岁以后至高中阶段
,

则

鼓励孩子去做一些购买股票
、

债券等投资活动和业

余时间从事打工或商务的赚钱的实践工作
,

从而为

以后的社会人生作好充分的准备
。

我国孩子的理财

教育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

幼儿园阶段— 认识货币

与商品
、

了解其来源 ; 小学阶段

—
根据需要合理购

物
、

参与家庭财务开支计划 ;初中及其以后阶段—学习财务知识
、

参与社会性财务及财富创造活动
。

4
.

时效性原则

我国孩子的理财教育应该从幼儿阶段就开始培

养
,

抓得越早
,

效果越佳
。

理财能力是孩子将来在生

活和事业上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

由于孩

子的年龄关系
,

他们一般不具备固定的收人
、

成熟的

经济意识以及熟练的理财能力
,

但具有强烈的消费

要求和欲望
,

如果不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

很容易

形成一些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
。

(三 )理财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根据上述理财教育的基本原则
,

可通过以下几

个方面来达成理财教育的 目的
。

1
.

形成正确 的财富观念和 良好的个性品质

( 1) 知道财富的来源和养成勤俭
、

诚实的品质
。

有一则故事对我们很有启示
: 老师问学生

: “

钱是从

哪里来的 ?
”

学生答道
: “

从爸爸妈妈的工资卡里来

的
。 ”

如果不明白财富来 自于诚实劳动这个道理
,

就

很难养成勤俭
、

诚实的品质
。

( 2) 养成在金钱面前自尊的个性品质
。

让孩子明

白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

但金钱也不是万能
。

不盲

目崇拜金钱
,

不惟利是图
,

不做金钱的奴隶
。

( 3 )懂得金钱虽然能给人带来快乐
,

但帮助他人

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快乐
,

从而学习关心帮助他人
,

从

中获得人生的快乐
。

2
.

学会管理零花钱

(下转 2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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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管理和正确使用零花钱
,

对于培养孩子的

金钱观念和理财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

由于零

花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无偿获得
,

中国父母往往尽

最大努力满足孩子的零花钱要求
,

而对于孩子怎样

管理和是否正确使用零花钱往往又疏于过问
,

致使

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的花钱习惯
。

管理零花钱
,

可从两个方面人手
:

( l) 学会有 目

的有计划地花钱
。

常用的方法是给孩子开一个帐单

而不是把现金直接交给孩子
,

让孩子在决定要购买

时再到父母那里领取所需现金并在帐单上做记录
,

不允许透支
。

这样
,

有助于孩子合理安排零花钱的

用途
,

养成计划花钱的习惯
。

( 2) 学会存钱
。

孩子把没

花的零花钱以帐 目的形式记存给父母
,

这有利于杜

绝孩子乱花钱的习惯
,

为以后买大宗物品花大笔钱

时做准备
。

如孩子想买一台价值 10元的望远镜
,

他就

必须放弃购买 .0 5元的冰水和 1元的面包等意图
,

从

而培养孩子抵制诱惑的品质
。

3
.

培养创造财富的意识

孩子由于年龄的限制
,

一般不能够创造出大量

的财富
。

但培养孩子创造财富的意识为将来生活做

准备却是极为重要的
。

( l) 学习挣钱
。

孩子可以通过

制作手工艺品出售等方式为自己挣钱
。

这些活动对

于树立通过诚实劳动挣钱的观念是有益的
。

( 2) 学习

使钱增值
。

这是现代投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

如风险较小的收藏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大有裨益

的
,

既可以扩大孩子的知识视野
,

又能够为孩子带来

一定的乐趣和收益
,

何乐而不为?甚至可以允许孩子

做一些风险较大的投资如买股票和彩票等
。

纵观世界各国的富翁
,

其学历与知识并无十分

出众之处
,

然而他们充分发挥了每个正常人都具有

却没能发挥 出其能量的财富智商的作用
。

理财教育

不是也不可能使每一个孩子将来都成为富翁
。

但是
,

一个不善理财 的人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成功 的创业

者
,

通过理财教育来发展孩子的财富智商
,

为他们将

来的生活做准备是很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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