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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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 月 24
日发布。报告基于覆盖了 24 个省份、435 个
县共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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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投资理财决策、
互联网金融等方面，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
我 国 家 庭 财 富 基 本 状 况 ，并 对 2015 年 和
2016年我国家庭财富状况作了比较分析。

家庭人均财富 1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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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房产净值是指
房产现价减去住房债务，非住房负债是指除
住房债务以外的其他一切债务。

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家庭人均财
富为 169077 元，与 2015 年相比，增长幅度为
17.25%，其中城乡差异较为明显。此外，家庭
财富也存在着一定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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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为
242604 元，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为 119768 元
和 92304 元，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分别是
中部、西部地区的 2.03倍和 2.63倍。

家庭人均财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收入
的累积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产的市场
价值有所提高。2016年房价继续走高，推动了
房产净值增长。相比 2015 年，2016 年全国居
民房产净值增长幅度达 17.95%，城镇居民更
多地从房产价格上升中获益。房产净值的增
长也成为家庭人均财富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对全国居民而言，房产净值的增长额占到了
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 68.24%。与农村居民
相比，城镇居民房产净值增长在家庭人均财
富增长中的比重更大。

影响财富的主要因素

根据户主特征对样本分类比较发现，户主
文化程度不同的家庭，在人均财富上存在着较
大差异。例如，户主文化程度为本科或本科以
上的家庭，其人均财富是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
或小学以下的家庭的3.38倍。

除了教育之外，户主的职业、就业身份、
健康状况等因素也影响着家庭人均财富。从
户主职业调查结果来看，户主为单位或部门
负责人的家庭有着最高的人均财富，在全国
样本中，这一数值为 294773 元。户主为非技
术工人或农民的家庭人均财富水平最低，在
全国样本中，这一数值为 96005 元。从户主
就业身份来看，城镇地区户主就业身份为雇
主的家庭拥有最高家庭人均财富，而农村地
区户主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家庭拥有最高家
庭人均财富。在城镇地区，户主就业身份为
雇员的家庭的人均财富分别是户主为雇主
以及户主为自营劳动者的家庭的 0.85 倍和
1.15倍。在农村地区，户主就业身份为雇员的
家庭人均财富分别是户主为雇主以及户主为
自营劳动者家庭的 1.18倍和 1.36倍。

调查数据显示，健康对收入以及财富都
有着促进作用。户主健康状况良好、一般以及
欠 佳 家 庭 的 人 均 财 富 分 别 为 191507 元 、
120715 元以及 67457 元。对城乡家庭而言，
户主健康状况良好与户主健康状况一般的家
庭在人均财富上的差距较小，户主健康状况
一般与户主健康状况欠佳的家庭在人均财富
上差距较大。

房产占总资产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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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9%，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
中 ，房 产 净 值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68.68% 和
55.08%。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均房产净值是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 4.48 倍，相比人均房产原
值，房产升值幅度达 61%。相对于房产现值而
言，负债率仅为 5%。尽管农村房产价值低，但
农村居民房产债务负担却高于城镇居民。分
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房产净值明显高于中、西
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 2.37 倍，西部地区的
2.7倍，远高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以及东部与西
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从住房数量来看，平均而言，全国家庭自
有住房套数平均为 1.044 套。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居住房屋主要是自建
住房，占比达 85.62%，城镇地区则主要来自
于购买的住房，占比 54.15%。无论是购买政
策性住房还是租住政策性住房，农民工占比
均远低于城镇非农民工家庭。此外，中等收入
家庭享受政策性住房的比例最高。从调查结
果来看，未来 1 年内，想要买房的家庭占比远
高于想要卖房的家庭占比，二者分别为 6.6%

和 0.87%，仅依靠二手房交易难以实现供需
平衡，新建商品房仍然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分
地区来看，西部地区住房需求最高，其次是东
部地区，中部地区需求最低，供需缺口的地区
排序也基本如此。

动产中家用汽车份额最高

在家庭动产中，家用汽车所占份额最高，
且汽车在城市家庭相较于农村家庭更为普
及。不过，汽车信贷普及水平不高，无论是汽
车抵押贷款，还是贷款购车的家庭比例均不
高。新能源汽车方面，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的
大力推行，也拥有一定占有率，全国被调查家
庭新能源汽车的拥有率为 2%，普及水平还比
较低。家庭不选择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原因集
中在汽车价格高、续航能力差等方面。

从城乡来看，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动产
均高于农村地区。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
家用汽车的价值是农村的 3.66 倍。同时，各
地区之间家庭人均动产的保有量也存在较大
差异。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家庭的人均动产远
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就家庭人均动产中
份额最大的家用汽车、家用电器和家具而言，
东部地区家庭的这三类动产分别是中部地区
的 1.94倍、1.61倍和 1.97倍。

调查中可以看到，随着户主受教育水平
的提高，其家庭的各项人均动产都逐步提高，
而作为最主要的家庭动产，家用汽车也随着
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大幅提高。当户主
的受教育学历是大学及以上时，其家庭的人
均家用汽车价值是户主为小学及以下家庭的
7.07 倍，其他家庭人均动产提高的幅度比较
缓慢，额度也相对较小。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

改变，有 10.6%的被调查家庭在未来 3 年考
虑买车。从城乡和地区结构看，城市地区家庭
购车意愿明显高于农村地区，购车意愿在东
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家庭之间呈现
递减趋势。

新增投资多为储蓄

金融资产在家庭财富中也有着极为重要
的地位。家庭金融资产分布显示，家庭储蓄在
家庭金融资产中独占鳌头。

数据显示，家庭新增投资几乎都在储蓄
上，其他资产上的投资则非常少。在家庭储蓄
的主要原因中，位居前几位的分别是“应付突
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占 41.9%；“为养老做准
备”，占 34.19%；“为子女教育做准备”，占
33.56%；“不愿承担投资风险”，占 24.27%。城
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相似。

由于银行布点、经营规模等原因，居民
办理业务的主要银行方面明显呈现两极分
化。从全国来看，居民办理业务的银行按照
比例大小，前五位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占
21.77%；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占
20.81%；中国农业银行，占 16.86%；中国
建设银行，占 12.2%；邮政储蓄银行，占比
11.29%。其中，城乡居民办理业务的银行
顺序有所差异。城市家庭经常去的银行分别
是中国工商银行，占 30.25%；中国建设银
行，占 17%；中国农业银行，占 14.88%。
农村地区家庭经常去的银行则主要是农村商
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占 38.28%；中国农
业 银 行 ， 占 19.73%；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 占
14.99%；中国建设银行，占 5.25%。居民较
为青睐大型国有银行、城乡商业银行和邮政
储蓄银行，一些股份制银行的比例较低，有

的不足 1%。在城乡家庭对银行业务的满意
度上，仍有将近 25%的家庭不满意或者表示
服务一般。由于城乡居民经常去的银行相对
集中，而且以国有银行为主，店大欺客现象
依然比较明显。

互联网金融以消费支付为主

从全国范围统计数据来看，互联网金融
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消费支付功能，且使用过
互联网金融投资功能的群体明显大于通过
互联网融资的群体。在我国，城乡之间的互
联网金融使用情况相距甚远。分地区来看，
在互联网消费支付和互联网金融投资方面，
均呈东中西梯度分布，但用互联网进行融资
是个例外，呈现出中西东这样很特别的梯度
分布。

互联网消费支付手段比较普及，从调查
数据来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双雄并立的局
面仍未打破，个人网上银行也占有较高的比
重，蚂蚁花呗、京东钱包、百度钱包、移动电子
钱包等品牌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在使用互
联网消费支付的用户中，20 岁至 50 岁的居
民占据了主体地位，占比达到 85.80%，其中
以 20 岁至 30 岁的人群比例最高。从受教育
程度来看，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用互联
网消费支付的比例也越高，大专及以上群体
中使用互联网消费支付的比例超过了 93%，
小学文化程度者中只有 43.28%的人使用互
联网消费支付。

在互联网金融投资方面，金融创新的重
要性更为凸显。数据显示，阿里巴巴旗下的余
额宝、招财宝占据了诸品牌的首席位置。随着
对货币基金收益的约束造成收益率下降，以
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投资方式已经风
光不再，但通过互联网参与资本市场交易和
银行理财依然相对稳定。就全体人群而言，通
过互联网开展金融投资的人均投资金额规模
只占全部金融资产的 1.3%。总体而言，互联
网金融投资开始时间不长，资金规模也还不
大，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比较有限。

相较而言，互联网融资平台不那么为人
们所熟悉，各种产品的知名度还不够高，使用
率也相对较低。从调查数据看，陆金所拔得头
筹，人人贷作为 P2P 领域的细分市场龙头也
占有一定的份额，宜信以其在小额信贷方面
的独特贡献成为细分市场的代表，宜人贷、爱
钱进、积木盒子、有利网、人人聚财、拍拍网等
品牌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7）发布——

房产净值成家庭财富最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在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家庭财产被

称为存量，收入被称为流量。作为贫富差

距的重要指标，财产分配更为直观，也优

于收入分配，但由于其相对难于获得，因

而往往以收入差距作为替代性指标。一般

认为，家庭财产是收入的函数，即其相当

程度上是由家庭收入决定的。同样地，如

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般情况下财产分

配的差距也会扩大。而且，收入分配对财

产分配的影响存在滞后期，故而当期的收

入分配不仅可能对当期，而且会对以后的

财产分配产生影响。我国的财产分配也服

从这些规律。

在过去将近 40 年时间里，我国居民收

入差距在大多数年份都在扩大。直到最近几

年，基尼系数才开始在高位略微回落。在此

前的收入分配研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以及行业间收入差距均被发

现差距较大。基于已有的研究可知，我国居

民财产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无论测度其不

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绝对值还是差距扩大速

度都远超收入差距。

这是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实

施的第二轮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此次调查覆

盖城乡居民家庭 36000 户，其中城市 22000

户，农村 14000 户。相比第一轮调查的全国

12000 户，此次调查样本量更大，代表性更

强，统计分析的结果也相对更稳健。作为国

内少有的大样本家庭财产调查且能不断坚持

下去，这样的做法很值得赞赏。

从此次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收入分

配中被热烈探讨的一些问题同样出现在财

产分配中，并且相较收入分配的结果，财

产分配的差距更大，这种状态和趋势是收

入分配累积性效应的体现，需要引起特别

重视。

首先，居民家庭财产总体上快速增长。

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时期收入总体快速

增长的事实相似，我国居民财产的总体增长

也非常迅速。全国居民财产增速超过收入增

速，且农村比城市增速快。这一方面是收入

增长效应在家庭财产方面的体现，另一方面

则或许意味着城乡财产差距开始收敛。

其次，几乎所有收入差距中已经和曾经

出现过的现象在财产分配中再度出现且差距

更大。收入差距的一些特征表现在财产分配

方面，比如巨大的城乡之间财产差距，显著

的东中西部居民财产差距等，而且由于累积

性效应的存在，财产分配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比收入分配中的差距更大，问题更为突出。

不仅如此，多年来国内学者对财产分配的研

究证实，我国居民的财产差距程度已经远超

收入差距。所以，研究财产分配应当是该项

目调查进一步考虑的方向。

说到居民财产差距扩大，就不得不提占

据城乡居民财产价值一半以上的房产净值，

特别是城市居民家庭的房产价值，它已经占

到城镇家庭财产的约三分之二。城镇房产净

值的迅速增长，既受益于房地产业作为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的宏观背景，也同样得益于土

地乃至房地产市场的城乡分割。但天下没有

不散的宴席，市场中也没有只涨不跌的商

品，在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双引擎出现变化

的未来，房地产价格进而居民房产净值能否

继续这样增长下去还是个疑问。作为家庭财

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居民家庭

财富效应的影响需要未雨绸缪。

除常规性的财产调查以外，该调查还每

年追踪调查一个相关热点问题，今年调查涉

及的主题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具有支

付、投资和融资多种功能，其中的支付功

能，由于其便利性，更兼在我国出现的某些

支付手段革命性创新，已越来越为广大人民

群众所接受，市场占有率也不断攀升。不仅

在商场、超市、餐厅等消费场所，甚至一些

非正规就业的消费市场，如农贸市场、小商

店等，也纷纷挂起了支付二维码，移动支付

正在逐渐取代银行卡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支

付手段。作为居民家庭的投融资手段，互联

网金融尚缺乏如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那样的

重大创新，因而仍显得不温不火。这也恰恰

为未来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突破

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

收入分配对财产分配的累积性效应初现
魏 众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是经济日报社中

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针对中国家庭财富领

域全面系统的入户追踪调查，旨在通过

科学的抽样、采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

管理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中国

家庭财富微观层面的相关信息，如中国

居民收入分配、中国家庭投融资结构等，

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前我国家庭财富市场

的基本情况，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金融

政策提供参考。

中经趋势研究院计划每年开展一次

全国性入户追踪调查访问，《中国家庭财

富调查报告（2016）》已于2016年4月份

完成发布。《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2017）》现已编制完成，该报告基于覆

盖24个省份、435个县共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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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投资理财决策、互联网

金融等方面，调查结果将建成中国家庭

财富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

家庭财富调查简介

□ 2016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 169077元，与 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为 17.25%，其中城乡差异较为明显

□ 2016年全国人均房产净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48倍，相比人均房产原值，房产升值幅度达 61%。相对于房产现值而言，负债率仅为 5%

□ 数据显示，2016年家庭新增投资几乎都在储蓄上，其他资产投资则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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