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
的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4 月 29 日发
布。该报告基于覆盖 25 个省份，268 个县
共 12000 户家庭的入户访问调查数据，涉
及中国家庭财富的规模与结构、城乡与区域
差异、金融资产和住房、家庭投融资决策、
养老计划等方面，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
国家庭财富的基本状况。

家庭人均财富 14.4 万元

2015 年 我 国 家 庭 人 均 财 富 为 144197
元，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
分别为 208317 元和 64780 元。城镇家庭的
人均财富是农村家庭人均财富的 3.22 倍。
除了城乡差异以外，家庭财富也存在着一
定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家庭人均财富
水 平 最 高 ， 中 部 地 区 次 之 ， 西 部 地 区 最
低。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的家庭人均财
富为 187793 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
为 130708 元和 74513 元。东部地区的家庭
人 均 财 富 分 别 是 中 部 地 区 和 西 部 地 区 的
1.44 倍和 2.52 倍。

房产占总资产近 7 成

家庭财富由金融资产、房产净值、动产
与耐用消费品、生产经营性资产、非住房负
债以及土地等六大部分组成。为了从财富
来源的角度理解家庭财富的形成以及分配
状况，中国家庭财富报告对家庭财富的构
成进行了分析。

房产净值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
占比为 65.61%；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
财富中，房产净值的比重分别为 67.62%和
57.60%。金融资产在家庭财富中也有着极
为重要的地位。金融资产在全国、城镇和农
村 家 庭 的 人 均 财 富 中 ， 分 别 占 到 了
16.49%、15.96%和 18.61%。动产与耐用消
费品也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
家庭人均财富中的比重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城
乡差异。生产经营性资产在城乡家庭的人均
财富中有着一定的城乡差异，其在城镇和农
村家庭人均财富中的比重分别为 7.30%和
6.00%。非住房负债是指除住房债务以外的
其他一切债务。

可以看到，我国城乡家庭的非住房负债
并不高，非住房负债在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
财富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48%和-4.08%。
与城镇家庭不同，农村家庭的财富还包括土
地的价值。2015 年农村家庭的人均土地价
值 为 7556 元 ， 占 到 了 家 庭 人 均 财 富 的
11.66%。

城镇房产净值高于农村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对住房问题进行
分析表明：首先，房产净值具有一定的城乡
差异。城镇家庭人均房产净值是农村家庭的
3.78 倍，略微高于家庭人均财富的城乡差异

幅度。因此，房产净值起到了拉动城乡财富
差距的作用。第二，在城镇家庭的住宅分布
结构中，无房户和多房户比重均超过农村。
这说明城镇住房的集中度要高于农村。第
三，城镇家庭的未来购建房意向要高于农村
家庭，这反映了城镇住房市场的活跃程度相
对较高以及城镇住房升值的预期相对较高。
第四，家庭拥有住房的财产价值与家庭人均
收入以及户主的文化程度等呈现出高度的相
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住房净值相应地越
高。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住房净值也会越
高。第五，从出租房屋的情况看，城镇和农
村出租房屋的家庭在全部家庭中的比重分别
为 9.8%和 3.5%。

对金融资产的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
我国城乡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形式单一，投
资渠道狭窄，现金和存款依然是城乡家庭持
有资产的主要方式，债券、股票、基金、理
财产品的规模都比较小。相比城镇家庭而
言，农村家庭的资产更加集中于储蓄这一形
式。另一方面，金融资产呈现出向高收入群
体集中的特点，最高收入组的金融资产余额
达到了最低收入组的 51.47 倍。此外，户主
从业于垄断性行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房地产
行业的家庭，家庭人均金融资产较高，而户
主从业于竞争性行业的家庭，其人均金融资
产较低。

预防性动机为储蓄主因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分析了城乡家庭
的汽车保有情况、消费信贷、投资渠道。调查
结 果 表 明 ，城 乡 家 庭 的 汽 车 保 有 率 为
31.8%。一些家庭不只拥有一辆汽车，拥有
两辆及以上汽车的家庭占调查家庭总数的
3.48%。平均而言，每百户家庭的汽车保有
量是 39.8 辆。汽车保有情况存在显著的城
乡差异。城镇家庭的汽车保有率是 37.86%，
是农村家庭汽车保有率的 1.55倍。

家庭消费信贷的普及程度不高。一部分
拥有汽车的家庭采用贷款的方式购置汽车，
但这部分家庭的规模较少，仅占拥有汽车家
庭的 18%，占全部调查家庭的 6.5%。绝大多
数家庭在购车时没有贷款。贷款购车的家庭
也多集中在城镇地区。

在家庭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中，位居首
位的是“为子女教育做准备”，超过 40%的家
庭都将其作为储蓄原因。其次分别是“应付
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为养老储蓄做准
备”、“不愿承担投资风险”、“为购房或装修做
准备”。“为子女教育做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及医疗支出”、“为养老储蓄做准备”均属于应
对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这说明，预防性
动机是城乡家庭储蓄行为的主要动因。

从城乡家庭的投资渠道看，在参与各类
金融产品投资的家庭中，股票的投资参与度
相对最高，占到了全部调查家庭的 7.35%。
投资基金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 4.52%。投资
收藏的家庭只占到全部家庭的 3.53%。城镇
家庭对各类金融产品投资的参与度都要高于
农村家庭。10.56%的城镇家庭进行了股票
投资，这一比重是农村家庭的大约 4 倍。从
户主特征看，低年龄组别、受教育程度高的组
别，户主就业于中外合资企业、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私营企业，户主职业类型是单位或部
门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的家庭，
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参与比例都高于其他组
别。

参与各类产品投资的家庭并不是盲目地
进行投资理财。较多的家庭会从多种途径和
渠道获得建议和指导，通过分散风险以保值
增值，从而体现出理性投资的特点。被调查
者比较认同家人、朋友、同事等的意见，对家
人 、朋 友 、同 事 的 意 见 持 肯 定 态 度 的 占
57.48%。另外，专业型理财师的作用凸显。
越来越多的家庭认为专业理财师能够提供切
实有效的帮助，不仅有 40.87%的被访者对专
业理财师的意见持肯定态度，更有 28.04%的
被访者在进行实际投资产品组合时，参考了
专业理财师的意见。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也分析了被调查

者在办理储蓄业务时对银行的选择。在城乡
家庭经常去办理储蓄业务的银行中，位居前
六位的是：1、中国农业银行，占 24.52%；2、中
国工商银行,占 19.45%；3、地方性商业银行，
占 17.24%；4、中国建设银行，占 13.93%；5、
邮政储蓄银行,占 13.67%；6、中国银行，占
5.75%。其中，城镇地区位居前六位的是：1、
中国工商银行，占 25.23%；2、中国农业银行，
占 20.37%；3、中国建设银行，占 18.11%；4、
邮政储蓄银行，占 11.58%；5、地方性商业银
行，占 9.06%；6、中国银行，占 7.51%。农村
地区位居前六位的是：1、中国农业银行，占
30.61%；2、地方性商业银行，占 29.23%；3、
邮政储蓄银行，占 16.73%；4、中国工商银行，
占 10.99%；5、中国建设银行，占 7.8%；6、中
国银行，占 3.15%。

在对银行的主观评价方面，72.17%的家
庭表示对为其服务的银行满意，4.98%的家
庭不满意，22.85%的家庭认为银行服务一
般。进一步分析发现，城乡家庭对银行的满
意度基本一致，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户主对银
行服务满意的比例要低于其他年龄组。相比
低学历户主而言，高学历户主对银行服务满
意的比例更低。就业单位是党政机关、国有
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户主对银行服务的满
意度较低。

养老信心来自哪里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对
60 岁 以 后 的 收 入 水 平 有 着 较 低 的 预 期 。
33.28%的人预期 60 岁以后，收入将不足 60
岁以前的三成。60.07%的居民预期 60 岁以
后收入将下降一半以上。与城镇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对 60 岁以后的收入有着更大的下
调预期。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有信心在老
年时期达到理想生活标准。相比农村居民而
言，城镇居民实现老年理想生活目标的信心
更强。

为 达 到 老 年 时 期 的 理 想 生 活 标 准 ，
48.29%的人认为应该在 50 岁以前制定养老
计划，33.8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在 51-60 岁
制定养老计划。从城乡比较来看，城镇居民
制定养老计划的时间早于农村居民。从收入
来看，收入越高的家庭制定养老计划的时间
越靠前。

子女亲人赡养和退休金是两个最主要的
养老收入来源。农村居民依靠子女亲人赡养
获取养老收入的比例更高，而城镇居民则依
靠退休金获取养老收入的比例较高。此外，
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的养老收入
有着更为丰富的来源。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60 岁以后可能会出
现难以应付的情况，只有 6.74%的人认为不
会出现难以应付的情况。在个人所担心的
60 岁以后将难以应付的情况中，排在前五位
的分别是重大疾病、意外事故、帮助子女、日
常生活消费和通货膨胀。风险的存在使得部
分居民选择了购买保险。调查结果表明，
8.16%的被调查者为应对养老风险购买了商
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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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财富调查简介

贫富差距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贫富差距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收

入差距，二是指财产差距。我们知道，居

民收入是一个流量指标，是指个人或家庭

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既

包括货币收入，也包括实物性收入；居民

财产是一个存量指标，反映了收入在一个

时点上的累积量。收入与财产共同反映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反映了一个家庭

的生活水平。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共同作

用，一起决定国民的福祉水平。而且，收

入差距与财产差距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

提是不断提高全体居民的收入和财产水平。

在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进程

中，我国居民收入经历了快速的增长，而

居民收入差距也出现了较长时期不断扩大

的情况。与此同时，作为存量的居民财

产，也经历了快速积累的过程。财产积累

不仅意味着资产存量自身的积累，而且也

会促进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因此，财产的

快速积累对于我国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进

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目标也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受到居民收入

差距扩大的影响，我国居民的财产分配也

从相对较为均等的状况转至差距迅速扩大

的态势。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尽管我

国居民的财产分配差距并不是世界上最高

的，但其扩大的速度却是世界上最快的。

而在近些年，我国居民财产差距的扩大速

度大大超过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可能成

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潜在隐患。

在居民财产构成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居民的住房净值和金融资产。住房和金融

资产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在居民财产

中所占比重之大，还在于其对收入和财产

分配、储蓄和投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宏观

调控等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在收入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居民的储

蓄和投资意愿会明显提高。此外,在住房体

制改革后，受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的

推动,城市住房价格的上涨速度较快。房价

的上涨在增加居民房产价值的同时,也在拉

大着居民财产分配差距。住房在其居住属

性之外，也成为居民储蓄保值增值的一个

重要途径，这反过来又通过刺激对住房的

需求，进一步推高了城市住房的价格。住

房已成为我国居民最为重要的家庭财产。

居民的金融资产是更具流动性的资产，它

受资产价格变动影响也较大，既是居民财

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居民预防

性储蓄的主要依托。

从我国现阶段居民财产的分配状况来

看，可谓亦喜亦忧，喜的是我国居民财产

得到了快速增长，忧的则是居民财产分配

差距在迅速扩大。在居民财产分配格局发

生快速变动的背景下，对居民财产的规模

与结构、居民财产的分配状况进行追踪式

的调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这次经济日报社中经趋势研究院实施

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对居民财产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调查，对厘清居民财产分配状

况、把握居民财产分布的变动趋势、探寻

缓解居民财产分配的政策途径，无疑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这次中国家

庭财富调查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调查对象的覆盖面广。经济日

报社的这次调查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城

乡居民家庭，因而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居

民的财富水平及其分配状况。

其次，样本规模较大。这次财产调查

对象包括了 6500 户城镇居民和 5500 户农村

居民。样本量的增大，意味着统计推断的

结果会更精确，从而可以开展更为细致的

分析研究工作。

第三，调查手段有所创新。这次财产

调查使用了专门开发的手机 APP，有助于

提高调查的效率。手机 APP 不仅用于在调

查地的住户抽样和样本指派，而且提供了

调查家庭的 GPS 信息、手机拍照功能、扫

码服务，因而便利了对调查质量的监控以

及对样本的追踪调查。

第四，调查的内容较为全面，涉及的

问题较为广泛。本次调查对居民财产的总

额和分项构成都进行了详细调查。除居民

财产相关问题以外，本次调查还涉及居民

家庭投融资、消费信贷决策以及养老计划

的安排等内容，从而可以将财产状况的调

查分析引向深入。

最后，研究效率高，成果发布及时。

这次调查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到发

布结果间隔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充分体现

了媒体智库研究注重时效性的特点，也为

及时追踪我国居民财产状况提供了有力的

经验证据。

居民财产差距扩大需引起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