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心智结构基础上的有限理性与金融意识 
 

白 冰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成都，610074） 

 
内容摘要：通过将有限理性引入了金融学研究中，我们提出了金融意识理论，金融意识就是金融活动

主体在参与金融资金运动过程中所具备的对金融的认知、感受、态度、信念、动机、价值等。其主要

表现为金融主体意识，金融安全意识，金融伦理意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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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理性与意识 
意识（思维）活动具有层次性。但不论其层次怎样划分，意识（思维）活动涵盖了

理性和非理性思维状态。因为不论是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还是想象思维都夹杂着非理性

的成分。比如直觉，可分为便利直觉和表象直觉。前者是决策者倾向于以其方便获得的

信息来做判断。如诉诸强烈情绪的事件、生动活泼的创意想象、刚发生的事件，让人留

下深刻印象而忽略了特殊事件的发生概率；表象直觉是以类比的方式来评估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人类的直觉有时达到惊人的程度，其判断的预见性、准确性都是在科学上得到

了证实。事实上，人类的不少决策尤其是科学和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不少决策都源于直觉

和良好的心理判断。然而这些直觉和判断却不一定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往往夹杂着

经验、偏好、习俗、惯例以及信仰等诸多非理性成分在内。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探讨利益最大化的路径选择、追逐

自身利益最大化。纵观经济学史上的重大突破，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围绕着亚

当·斯密的利益最大化假设进行无数次的技术革新。比如边际主义的代表瓦尔拉斯、门

格尔无非是用效用价值价值理论对古典理论加以修正。用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概念分

析经济问题，凯恩斯在反对萨伊定律的同时指出社会供求失衡的根源在于三大心理定律

（消费边际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从而提出用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

来解决供求失衡的矛盾。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则强调货币的特殊作用，批判凯

恩斯仅重视财政政策的片面性。斯拉法则另辟蹊径，将生产看做是同样的商品既表现为

生产资料又表现为最终产品的一种“循环的过程”，这种新的方法既否定了边际效用论，

否定了边际生产力决定分配的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理性

预期学派看到了理性预期对于政府政策的无效性，并通过数理推算得出这样的结论。纵

观经济史上的这些光辉思想，都或多或少带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指涉性。尽管有学

者指出经济学家们总是力图从技术而非价值层面上探讨个体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经济运行

机制，但受时代和特定历史事件的影响，其强烈的价值取向和为特定社会阶层服务的痕

迹依然明显。 

由此可见，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思维中的理性不仅仅是指运用超越时代和阶级、

阶层的人类共同的纯粹技术资源，也常常指涉和涵盖那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念



和价值取向，更有甚者，不少经济学家干脆将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看做是人

类决策中心智资源的节省机制。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

识了他们所处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他还强调“意识形

态”作为世界观对行为的作用，他认为，最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

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

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换言之，成功的意识形态可能降低一个社会的心智成本。 

这也正如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不仅是能够享受消费、体验并预期其福利，拥有

目标的实体，而且也是一个能够审查价值和目标，并根据这些价值和目标进行选择的实

体。合理审查并不必然要求人们时时刻刻按照道德关怀和社会理由所动，也许并不为它

所动，但人们从未被禁止去思考这些问题 ，重塑他们的价值观，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去

修正他们的目标和行为。 

理性或思维层面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观念、理念，也可表现为价值观与

道德，也可表现为在道德价值取向决定下的思维习惯。道德能否化作理性或思维层面的

东西呢？价值观就能否等同于意识形态呢？关于第一个问题，哈耶克的观点是明确的。

他认为：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它

处在未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赶超自己的理性能力，适

应各种问题和环境。由此可见，道德在理性思维中华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决定个体最终

决策的不仅仅是个体自身内部不同观念、思想冲突的结果，还可能是个体周围环境或他

人的决策与个体内心的冲突一起，共同影响了个体的决策。而事实上，作为个体的集合

体的社会的决策，则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决策结果，而且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协调、冲突、

矛盾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按照青木昌彦的话说，一个社会主导的心智模式——所谓“共

识”就是不同个体内部与不同个体之间心智模式的均衡。 

关于价值观能否等同于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笔者

认为，价值观的内涵显然要小于意识形态，换言之，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

且是建筑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思想上层建筑，而价值观则是具有普遍性或通用性的观念。

思想形态它既可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也可以是非经济基础上

的观念思想形态，当然二者的联系和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①首先，二者将为一个

观念，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社会的产物，都是社会文化的观念上的呈现；②其次，二

者往往表现为一种理性特征，换言之，个体拥有他们就能够在思维过程中呈现出与社会

发展所要求的至少是同向的特征。个体思维之所以出现线性的特征，就在于其经济意义

上的心智节省。因此，二者对于个体的意义就在于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心智资源

的投入；③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可能会产生矛盾、冲突。比如：个体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追

逐利润最大化，而意识形态则认为为了实现一定的理想、追求、个体应放弃对自身利益

的追求，等等。二者的冲突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甚至是水火不融，但这里本文不作深入



探讨，笔者这里想说的倒是二者的存在对于个体心智的投入的重要意义却是一样，即都

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体心智投入的浪费，从而节省心智资源。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引入心智成本这一概念就在于传统经

济学在进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研究中忽略了个体行为人的人格、心理、动机、信念、偏

好等诸多非理性的心理因素。然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意识、人格

对于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现代认知

心理学在将人脑思维过程比作计算机程序运行的同时，也看到了环境系统即原有规制的

建构对于个体决策的重要性，行为金融学关于投资者的非理性作为的研究也说明可个体

心智结构中非理性的意识、思想在人类决策中的客观影响。既然个体的认知心理、情绪、

信念、习惯对于个体思维有重大影响，因而，研究个体决策，就必须研究非理性因素对

于决策过程的影响。因而非理性的心理过程也就理所当然地纳入个体心智范畴的探讨。 

二、金融意识的含义以及金融活动中意识缺乏的表现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比如，军人要保家卫国，营业员要周到服务，教师

应为人师表，法官须匡扶正义，医生得救死扶伤，等等。再比如，窗口行业要有窗口意

识，机关单位要有单位意识，公司企业要有市场意识。总之，意识就是人们对某一事物

的态度、认知、情趣、看法，是一种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反映在行动上的一种自然而

然、合乎社会规范和主流行为的流露，是一种为了自身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合乎逻辑的行

动，是为了遵从某种信念而表现出的一种道德、价值判断。     

那么，什么是金融意识？ 这个貌似简单却又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伴

随着中国金融的逐步发展而渐渐凸显出来。人们不禁会问：我天天与银行打交道，难道

会没金融意识？甚至于银行职员也产生怀疑，我会没有金融意识？金融监管部门甚至政

府机关也会对此不削一顾。其实，在当代中国，国民金融意识的普遍缺乏，已是不争的

事实。    

什么是金融意识？简言之，就是金融活动主体在参与金融资金运动过程中所具备的

对金融的认知、感受、态度、信念、动机、价值等。广义的金融意识，除了金融的技术

知识本身，还包括金融的安全意识、金融的参与意识、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金融价值、

金融公正、金融服务、金融程序、金融诚信等。一方面它是指金融主体对参与金融活动

的技术内涵，如信贷、利率、汇率、资本、利润、风险等经营与管理，另一方面是指金

融主体的态度认知中，必须具备的心理承受、风险防范、主动参与、程序及其正义、诚

实守信和社会良知。事实上，我国金融活动主体缺乏的就是这些精神。它表现为：公民

主动参与金融活动的意识薄弱，在参与金融活动时风险意识淡漠，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意

识不够，不少人在信贷活动中恶意骗贷，契约和诚信意识缺乏，投机性金融参与明显，

非理性的投资活动普遍，从众性金融行为突出；同时，金融机构缺乏对公众的信息披露，

金融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突出，政府在制定金融政策时的民主意识不强，金融机构金融交



易中的隐含合同行为时常发生，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投资力度不大，金融机构（含证券、

保险机构）为获取佣金而进行的炒单行为，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意识依然存在，金融

市场独立操作意识差。 

1、金融意识范畴的几个差异 

（1）金融意识与金融技术规则的差异 

应该说，金融意识包含了金融技术规则体系，即保证金融正常运行的技术规范，可

操作性，是其重要特点。但完善的金融技术的规范、规则并不就是金融意识的全部。金

融意识，是指一种思想、态度、认知，是存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一种观念，刻骨铭心，潜

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隐蔽性是其重要特征，人们的行动往往受制于它。完善的金融技

术规则体系，并不一定能保证金融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事实上，尽管我们的金融法

律、法规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金融的技术体系、规则而言，不能说不严密。

然而，在金融实践中，拥有精专的金融技术及理论的金融工作者走上犯罪道路的不乏其

人。中国如此，美国公司亦不例外。显然，金融的法制、安全、服务、自律意识的缺乏，

在相当程度上威胁着金融的安全。 

（2）金融技术规则与金融伦理 

金融运行体系是一个规则严密、操作严谨、技术成熟、法规相对完善的现代经济的

核心。然而，这些规律规则本身，只是为维持金融活动的正常运行，保障金融活动的高

效运转，保证金融活动主体的最大化经济效益而采取的纯技术手段。金融技术的不断向

前发展，也仅仅表明了为实现金融主体最大化经济利益，人们的交易技巧、技能以及交

易理论的不断深化。金融伦理，就是要探讨金融技术的价值问题，这好比是实证经济学

和规范经济学之间。金融伦理，就是要解决金融技术规范为谁服务的问题。比如，高校

的国家助学贷款，作为银行 ，因各种原因，发放这样的贷款面临着较大风险，因此不愿

意开展此项业务。然而，不发放这样的贷款，又会使许多贫困学子无法完成学业，高等

教育的公平性又将何在？事实上，金融运行的技术规范，不一定反映了金融伦理的要求。 

（3）金融意识与金融伦理的区别 

金融意识，是存留在人们大脑中的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

金融意识是否健全，金融意识是否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金融的正常运行。而

金融伦理，则仅仅是探讨金融活动中的价值问题。金融作为具有严密体系的知识本身，

是否就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最大化？金融主体的利润最大化，难道就是一切金融活

动的终极目标吗？显然，金融伦理并不能说明金融意识的全部，而健康、健全的金融意

识，却告诉了我们在参与金融活动过程中必经具备的社会道义和责任。 

2、金融意识具体表现为哪几种意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金融的主体意识： 

人人都是金融活动的主体，都是社会金融秩序维护的主人。缺少了这种主人翁意识，



必将导致金融参与的冷漠，导致金融活动的衰减，树立主体意识或主人翁意识，就是要

倡导人人都是金融安全、高效、健康运行的一份子，“金融为我，我为金融”，应当成为

当代国民的品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已经

成为现代社会的落后观念。人人树立金融的主体意识，就是要全民都来关注金融的发展，

都来支持金融的发展；就是要每个人在每一次的金融参与中，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精神，

主动的监督、发现、审视、批评金融机构、政府在金融活动和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

弊端，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实现人与金融的和谐发展。当然，政府应对公民的金融参与

给予政策性引导和鼓励。到目前为止，我国居民的储蓄额居高不下，民间融资亦达 9500 

亿，应当说公民参与金融的热情高涨，然而，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导致居民储蓄遭遇

“凯恩斯流动陷阱”的影响，民间金融因身份是否合法的困惑而存在被边缘化的危机，

证券市场的持续低幂，保险兑付过程中的种种困难，都极大的挫伤了居民积极参与金融

活动的主动性，事实上，居民主动参与金融活动的正面的积极意识被相当数量的消极负

面活动所抵消。比如，我国存在着大量使用现金交易、套取现金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

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功效。 

（2）金融的安全意识： 

无论是社会成员、金融机构、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时刻抱有金融的安全意识。金融

业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纽带，是桥梁，是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行

业或职业，而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是电脑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一样，

我们的生活同样离不开金融。金融安全与否，直接危险到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然而，当

代经济生活的实践表明，全球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金融危机的频繁发

生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2000 年，共有 93 个国家先后爆发

了 112 场系统性银行危机；还有 46 个国家发生了 51 次局部性危机（world bank ，2001）,

有学者估计，不少危机的损失超过该国 GDP 的 40%以上（barth ，2000），金融危机、

环境破坏、瘟疫疾病、恐怖主义上升为人类的四大重大问题。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损

失）不是任何一家金融机构所能承担的。金融的危机和脆弱性，要求金融活动的参与者

们，牢固树立起维护金融安全的信念。无论是个人、企业、金融机构、还是政府，在参

与金融活动时必须 遵守职业操守和社会道德，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行事。事实上，许多金

融案件的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金融的技术规范，给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巨

大冲击。自觉维护金融安全，应当成为全民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内涵，成为全民自觉的

行动指南。 

（3）金融的自律意识。 

法制健全，法律规范完善，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然而，法制和规范，都无

法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比如：金融信贷中的违规放贷，重大投资项目中的“金融漏

斗”（解释），擅自挪用客户资金，证券市场中的违规操作，金融机构会计活动中的假帐



现象，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私人行为，金融职员操作活动中的违规犯罪问题等等。所

有这些，不能说都是因为缺少金融技术规范的结果。金融参与主体洁身自好，廉洁自律，

严格按照规章办事，尊崇职业道德操守，树立自律意识，是金融运行的重要保证。从许

多已发生的金融犯罪不难看出，尽管金融部门的规章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制度建

设尚不健全，但缺少自律意识，是导致金融参与主体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4）金融的伦理意识。 

每个行业都有自身的技术规程，参与者须尊崇一定的行为方式，然而，技术和行为

的规范，并不一定都体现了社会的全部价值取向。比如，金融在为顾客“锦上添花”的同

时（这是金融技术追求的目标），能否又做到“雪中送炭”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金融的价值取向）。又比如金融的交易秩序公正未必就体现了金融结果的正义（西部资金

为追逐最大化利润而不断东流，致使西部本来就缺少的资金更加短缺，从而严重影响西

部地区的发展）。再比如，证券投资（股份公司）代理人是为大股东利益服务，还是为更

大组成的社会成员服务问题。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家助学贷款问题，就是很好

的说明。因国家助学贷款潜存着风险，且利润不高，多家商业银行拒绝发放该项贷款。

然而，“让贫困孩子绝不因贫困而辍学的”办学宗旨又使该项业务陷于尴尬境地。当前，

民营企业在体制内得不到贷款，则选择地下金融和非正常融资，致使 “民企体制外融资”

现象盛行，这显然与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金融是仅仅根据技术

系统规则进行运转，还是须按照遵循一定的价值判断去从事活动。事实上，众多的金融

技术规范和法律法规，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金融的伦理取向。但人们往往是重技术，

轻伦理；重规范，轻价值；树立金融为谁服务的问题，既取决于金融技术制度的建立，

又依赖于社会和金融系统进行怎样的价值判断。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然

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我国的金融制度建设必须体现出

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伦理价值。 

（5）金融的诚信意识 

亚当.斯密在倡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时候,还努力地弘扬“道德情操论”，卢梭

的“契约论”开启了西方的诚信意识。显然，诚信不同于正义，前者是指诚实守信，是指

按照约定一定要实现的一种态度、一种行为方式，一切按照合同来，按契约办事，是其

本质特征。后者，则是一种为实现交易 公平的理念，是人们行为价值的抽象。诚信不等

于正义。诚信是道德，正义是伦理。缺乏诚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够，另一方面，缺乏契约诚信的思

想意识也是其重要原因。这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又有信仰缺失后烙下的新实用主

义的影响。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缺乏契约制度的关系社会，公民的契约意识不够而关系

（血缘、亲缘、地缘以及认可的同学、战友等的一切关系）意识浓厚。这在金融领域同

样表现突出。比如，信贷活动中的关系信贷，恶意骗贷（包括企业、个人），保险活动中



的道德风险，金融合同中常常出现的隐瞒合同条款现象，证券投资代理人为赚取委托人

佣金恶意炒单行为，上市公司故意隐瞒、虚报、假报财务信息现象，金融中介不负责任

的出具假证明、假材料，等等。树立金融的诚信意识，既要从制度规范入手，如建立公

民个人的征信系统，又要大力弘扬明礼诚信的价值观念，要使人人感受到诚信光荣的氛

围。 

（6）金融的风险及其防范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运行中，由于政府承担了风险，并为信用风险提供了担保，社

会成员对于金融参与缺乏风险意识。实际实行的隐形存款保险制度，导致储户认为只要

钱存银行便可高枕无忧（我国的高储蓄率表象掩盖了金融业的高风险）。这一方面反映出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但一方面也折射出公民作为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不

强，公民对于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认识不够，事实上，我国公民从未想到过银行破产

的问题。银行经营者在为国有企业办理信贷过程中同样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认为只要把

钱贷给国有企业便是安全的。国有企业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的活动中，不少企业经营

者认为向银行借贷无意于把国家的钱从政府的左手拿到右手而已，还贷意识不够，更有

甚者恶意借贷，许多企业在一开始借贷时压更儿就不想还款，致使银行呆帐、坏帐、死

帐严重，银行不堪重负，不良贷款比例偏高。政府在进行投融资活动的安排中亦不乏欠

考虑的地方，不顾实际的为地方企业安排融资，插手银行自身的经营活动。股民在将自

己的钞票交给证券公司的时候是否想到过证券公司会背着他们挪用自己的资金从事其他

活动。金融监管机构还停留在业务监管，风险控制理念不够。缺乏防范风险的意识是我

国公民、企业、金融机构乃至政府的普遍现象。其实，金融机构作为高负债经营的企业，

潜有着巨大的市场风险。银行同样面临着风险，银行同样存在着破产、倒闭的现实。树

立风险防范意识，不仅有助于金融主体减少损失，而且对于维护金融秩序和安全，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     

（7）金融交易的公正（程序正义）意识。 

长期以来，关系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行为方式，“一切从关

系出发”，“为领导是从”。“首长意志”，“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凡事讲究关系，关系

好了马上办，关系一般候着办，关系不好拒绝办。缺乏程序，尤其是秩序正义的思想。

我们的一切活动，总是以结果来评判事物的好坏，正所谓“实践出真知”。片面强调结果，

忽视过程。片面看中绩效，轻视程序。“结果正义”，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

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种以结果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导致人们在实施某一行动时不

顾行为的规范、规则、禁忌，随意性强。以行动结果的合理性来论证行动方式的公正性，

是国人行动的普遍逻辑。在金融活动中，尤其是在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中，“关系信

贷”，“首长指令”，“地方倒逼”，“换手抠背”，金融寻租，“信贷的双重软预算约束（施

华强，2004.6）”， “银行惜贷”，资金“在银行体内循环”等大量存在。这样的结果便



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产生巨大的不良资产，或是使央行的货币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力大打

折扣。树立金融交易的程序意识，就是要铲除传统落后的行为理念，就是要一切按规章

办事，按程序办事，克服人为的关系因素，就是要认识到每一笔金融交易业务，都面临

着风险，有可能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损失，就是要在制定金融交易规则时，充分认识到交

易公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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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Financial Awareness Based on the 
Basis of Mental Structure 

 
Bai Bing 

（Chinese Financial Research Centre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610074） 

 
Abstract:Though puting the limited rationality into the financial study, we have proposed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awareness, financial awareness is the main financial activiti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and capital movements available on the financial awareness, feelings, attitudes, beliefs, motivation , value. 
The main performance are the main body financial awareness, sense of financial security, financial ethical 
awareness and so on.  
Keywords: mental structure  the limited rationality  the financi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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