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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质量 

1、抽样设计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的抽样方案采用了分层、

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初级抽样单元（PSU）为全国除西藏、新疆、

内蒙和港澳地区外的 2585 个市/县。第二阶段抽样将直接从市/县中抽取居委会/村委会；最

后在居委会/村委会中抽取住户。每个阶段抽样的实施都采用了 PPS 抽样方法，其权重为该

抽样单位的人口数（或户数）。CHFS 首轮调查的户数设定为 8000——8500 户。从可操作性

角度出发，各阶段样本数设定如下：首先，根据城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末端抽样的户

数（即从每个居委会/村委会抽取的户数）设定在 20-50 户之间，其平均户数约为 25 户；其

次，在每个市/县中抽取的居委会/村委会数量为 4；最后可以计算得到抽取的市/县个数约为

8000÷（4×25）=80。 

表 1 列出了抽取的 80 个市县样本与总体的人均 GDP 描述统计。可以看出，样本与总体

在人均 GDP 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 

表 1：总体和 80 个市县样本人均 GDP 分布 

人均

GDP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Q25 Q75 峰度 偏度 

总体 17334.8 17736.9 11370 7173 20263 3.2 17.64 

样本 17809.2 19336.3 11349 7232 21143 3.5 20.41 

注：Q25 和 Q75 分别表示 25%和 75%的分位数 

 

2、拒访率比较 

表 2列出了CHFS与国内外调查数据拒访率的比较。就国内调查而言，CHFS比CHARLS

分别低 3.75%、5.22%和 6.19%。需要注意的是，2008 年 CHARLS 的调查只涉及甘肃和浙江

两个省份，而 2011年CHFS调查涵盖 25个省份，两者的拒访率进行直接比较可能存在偏差。

三个国外数据库都与 CHFS 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调查内容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家庭的资

产、收入和支出等，尤其是 SCF，是与 CHFS 直接可比的调查项目。从表 2 可以看出，SCF、

CEX 和 SHIW 三个调查的拒访率都在 25%以上。与 CHFS 直接可比的 SCF 调查拒访率更是

在 30%以上。这表明 CHFS 的拒访率与国外同类调查相比，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进一步表

明了 CHFS 调查组织工作的高效率与高质量。 

 

表 2：CHFS 与国内外调查的拒访率比较 

调查项目 时间 拒访率 备注 

国内调查    

CHFS 2011 

总体：11.6% 

不计算空户样本 城市：16.5% 

农村：3.2% 

CHARLS 2008 

总体：15.2% 
不计算空户样本 

预调查 
城市：20.7% 

农村：10.1% 

国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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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 2007 
AP Sample List Sampl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 

（美国） 32.2% 67.3% 

CEX 2005 
Interview Diary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美国） 25.5% 29% 

SHIW 2008 43.9% 
Survey Household Income and 

Wealth（意大利) 

 

3、人口统计学特征 

CHFS 数据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的数据非常一致，表明 CHFS 样本完

全具有全国代表性。表3的第一部分列出了CHFS调查的总人口数量、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

以及经过权重调整后的城市人口比例。与此对应，表 3 也汇报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1 年

全国总人口、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 

就家庭规模而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和农村家庭规模分别为2.89人和3.98人，CHFS

权重调整后的城市和农村家庭规模分别为 3.03 人和 3.76 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CHFS

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家庭规模都具有一致性。同时，CHFS 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口平均年

龄分别为 38.09 岁和 36.87 岁，二者也非常接近，可知 CHFS 调查样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

与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相一致。就男性占总人口比例而言，CHFS 和国家统计局统计出的

男性比例分别为 50.7%和 51.4%，二者相差无几。 

按照特定地区是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来计算城市人口比例，1则计算出的 CHFS 中城

市人口比例为 51.4%，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标非常一致。 

表 3 的最后一部分给出人均收入的比较。CHFS 比统计局的数据高出 2.39%。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知，CHFS 与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得出的家庭规模、人口年龄结

构、性别比例和人均收入都具有广泛的一致性，CHFS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结论是有可靠依据

的。 

 

表 3：CHFS 与统计局人口结构的比较 

指标 国家统计局 CHFS      

  2011 年总人口数 1,347,350,000 29,324 

 城市 691,190,550 15073（按地区计算） 

  10,403（按户口计算） 

 农村 656,159,450 14251（按地区计算） 

  18,921（按户口计算） 

城市人口比例 0.513 0.514（按地区计算） 

  0.369（按户口计算） 

     家庭规模  
城市 2.89 3.03 

农村 3.98 3.76 

平均年龄 36.87 38.09 

男性比例 0.514 0.507 

 人均收入 14586 元 14934 元 

农村 6877 元 7045 元 

城市 21819 元 22196 元 

                                                             
1 这意味着样本中属于农村地区的居民都定义为农村居民；相应的，属于城镇地区的居民都定义为农村居

民。对特定地区是农村还是城市地区的定义来自国家统计局地区编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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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HFS 各指标的计算都进行了抽样权重的调整，CHFS 每户家庭样本代表 45947 个家庭。 

 

二、收入和储蓄 

1、家庭收入 

 

表 4：家庭收入分布 

 均值 中位数 

城镇 71546 27200 

农村 27606 10000 

合计 52087 17615 

 

数据显示，家庭收入均值为 52087 元/年，其中，城镇庭和农村家庭分别为 71546 元/年

和 27606 元/年。 

根据 CHFS 调查数据，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处于收入分布 90%以上分位

数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56.96%。表 5 汇报了这些高收入家庭各项

收入在所有家庭中的占比情况，其中，经营收入的 76.85%被处于收入分布 90%以上分位数

的家庭所有，经营收入不均现象最为严重。 

 

表 5：处于收入分布 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各类收入占比 

 所占比例 

总收入 56.96% 

经营收入 76.85% 

投资收入 67.21% 

工资收入 55.57% 

转移收入 43.15% 

农业收入 31.95% 

2、家庭储蓄 

总储蓄占总收入的 19.25%，低于依据宏观数据计算出来的储蓄率，但仍然处于较高水

平。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处于

收入分布 90%以上分位数的家庭储蓄率为 60.6%，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 74.9%。处于

收入分布 95%以上分位数的家庭的储蓄率为 69.02%，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 61.6%。

因此，中国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

收入。现行促进消费的政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不大。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

策是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减少收入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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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金融资产 

1、房产 

（1）自有住房拥有率 

 

表 6：自有住房拥有率 

 全国 
城乡 地区 

城市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拥有自有住房户数（户） 7566  3412  4112  3477  2377  1754  

自有住房拥有率（%） 89.68 85.39 92.60 87.35 94.42 90.41 

 

在调查样本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 89.68%。城市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 85.39%，农村

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率为92.60%。东、中、西部地区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分别为87.35%、94.42%、

90.41%。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 63%，美国为 65%，而日本为 60%，我国自有住房拥有率

处于世界前列。 

（2）拥有住房数量 

 

表 7：拥有不同住房数量家庭占比（%） 

 城乡 地区 

 城市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1 套 69.05 80.42 71.31 80.27 84.27 

2 套 15.44 12.20 15.08 14.03 8.03 

3 套以上 3.63 2.10 4.12 1.16 0.80 

 

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了 1 套，为 1.22 套，农村户均拥有住房为 1.15 套。拥有一

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 69.05%，拥有两套住房的城市家庭占 15.44%，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

城市家庭为 3.63%。而在农村， 80.42% 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12.20%的家庭拥有两套住房，

2.10%的家庭拥有三套住房。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 71.31%的家庭有一套住房，15.08%

的家庭有两套住房，4.12%的家庭有三套以上住房。中部地区80.27%的家庭有一套住房，14.03%

的家庭有两套住房，1.16%的家庭有三套以上住房。西部地区 84.27%的家庭有一套住房，8.03%

的家庭有两套住房，只有 0.80%的家庭有三套以上住房。 

（3）人均居住面积 

 

表 8：城乡人均住房面积 

 城市 农村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人均建筑面积（平方米） 38.89  30 49.04  36 

人均使用面积（平方米） 33.76  26 39.5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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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均建筑面积为 38.89 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为 33.76 平方米。农村人均建筑面积

为 49.04 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为 39.57 平方米。 

（4）住房价值 

表 9 揭示了住房成本价格和当前价值的差异较大，表明住房受益非常可观。 

 

表 9：住房的获得成本和当前价值    单位：万元 

 城市 农村 

 第一套 第二套 第三套 第一套 第二套 第三套 

成本价格 19.10 39.33 62.03 6.28 16.39 22.75 

当前价值 84.10 95.67 122.01 18.34 31.68 40.34 

 

（5）住房负债 

样本中有 13.94%的城市家庭为购买住房而向银行贷款，不仅如此，还有 7.88%的非农

户籍家庭通过银行以外的其他渠道借款以获得住房。从住房贷款或借款的规模来看，非农家

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 28.39 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 47%；农业家庭购房贷款总额平均为

12.22 万元，占家庭总债务的 32%。 

 

表 10：住房贷款期限、贷款额占家庭年收入的倍数 

 住房贷款总额/家庭年收入 还款期限（年） 

年龄 

    18-30 岁 6.53 17 

    30-40 岁 11.59 13 

    40-50 岁 5.88 10 

    50-60 岁 8.31 8 

    60 岁以上 2.96 4 

收入 

    25%以下 32.39 9 

    25%-50% 13.53 9 

    50%-75% 3.60 11 

    75%以上 3.24 15 

 

表 10 表明住房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在 30-40 岁之间的家庭负担最

重，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 11 倍多；收入处于最低 25%的那部分家庭贷款额达到了

其年收入的 32 倍之多。由此可见，住房贷款是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房奴”在中国的确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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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 

（1）汽车拥有率 

表 11 说明城市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 22.89%，农村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 11.92%，

总体来看，中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为 16.37%。 

 

表 11：家庭拥有汽车 

 户数 比例（%） 

城市 915 22.89 

农村 529 11.92 

合计 1,381 16.37 

（2）汽车品牌分布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家庭拥有的汽车市场占有率前 4 名均是国外品牌，它们是

大众（7.35%）、丰田（5.69%）、别克（4.25%）、现代（3.90%），其后依次是长安、本田、东

风、五菱、奇瑞、福特。前十名中有 6 个国外品牌。 

3、工商经营 

（1）工商项目拥有 

 

表 12：家庭拥有工商项目比例 

 户数 比例（%） 

城市 497 12.44 

农村 673 15.16 

合计 1180 14.06 

 

如表 12 所示，城市有 12.44%的家庭拥有工商项目，农村有 15.16%的家庭拥有工商项

目，总体来看，有 14.06%的中国家庭拥有工商经营项目，远高于美国的 7.2%。 

（2）经营负债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户籍家庭有 5.84%目前有银行贷款，仅从事工商业生产项目的农业

户籍家庭有 9.83%拥有银行贷款。约 15%的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商业生产活动的农业户

籍家庭拥有行贷款。对非农户籍家庭，仅从事农业生产项目的家庭中有 9.47%拥有贷款；有

12.81%的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家庭以及 20%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家庭拥有银

行贷款。 

（3）信贷约束 

就从事农业或工商业的家庭而言，没有银行贷款的家庭中有 75.03%不需要银行贷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目前没有贷款的家庭中，约 18.89%的家庭需要银行贷款。这些家庭

中，有 14.8%没有提出申请。而约 4.1%的家庭虽提出申请但被银行拒绝。就没有提出贷款

申请的原因而言，农业户籍家庭与非农户籍家庭都主要将未提出贷款申请的原因归结为“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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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申请后不会获批”，分别占 52.5%与 41.4%。其次是“申请过程麻烦”和“其他”原因。“不知

道如何申请”所占比重最低，仅 13.02%的农业家庭与 10.34%的非农家庭将未提出贷款申请

的原因归咎于此。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但被拒家庭以及由于害怕申请被拒而未提出贷款申请

的家庭均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信贷约束，两类家庭占所有从事农业或工商业活动家庭的 10.7%。 

（4）教育与创业 

教育在工商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过去一年从事工

商业的家庭其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比未从事工商业家庭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高，

后者仅 8.86 年。 

对资产位于最低 20%以及资产位于 20%~40%的家庭，其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13

年。资产位于 40%~60%分位数项目，其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55 年。资产位于 60%~80%

分位数项目，其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04 年。资产位于最高 20%的项目，其户主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也最高，为 12.48 年。由此可见，资产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 

四、金融资产 

1、金融资产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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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家庭金融资产（单位：元） 

由图 1 可知，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 6.38 万元，中位数为 6000 元。分城乡来看，城市家

庭金融资产平均为 11.20 万元，中位数为 1.65 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 3.10 万元，

中位数为 3000 元；家庭金融资产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中位数达到 3.5 倍。从均值和中

位数之间的差异可知，金融资产在家庭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2、无风险资产占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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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图 2 可知，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比例最高，为 57.75%；现金其次，占 17.93%；

股票第三，占 15.45%；基金为 4.09%；银行理财产品占 2.43%。银行存款和现金等无风险资

产占比高。 

3、炒股盈亏的“二八”法则 

 

 

图 3：炒股盈亏状况 

图 3 的结果显示，有效样本中，盈利的家庭占 22.27%；盈亏平衡的家庭占 21.82%；亏

损的家庭比例达 56.01%。可见，高达 77%的炒股家庭没有从股市赚钱。这与人们上说的“二

八”法则比较接近。 

 

4、炒股盈亏的年龄效应 

根据户主年龄将家庭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我们发现年龄与炒股盈利成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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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银行存款 

现金 

股票 

债券 

基金 

衍生品 

理财产品 

非人民币资产 

黄金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11 
 

 

图 4：年龄与炒股盈亏 

从图 4 可知，在户主为青年的家庭中，炒股盈利占 16.14%；盈亏平衡的家庭占 27.67%；

亏损的家庭占 56.20%。在中年家庭中，炒股盈利的占 23.71%；盈亏平衡的占 17.01%；亏损

的占 59.28%。在老年家庭中，炒股盈利的占 30.30%；盈亏平衡的占 19.19%；亏损的占 50.51%。

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炒股赚钱的比例呈增加的态势。 

 

5、金融市场参与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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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金融市场参与率 

由图 5 可知，家庭对股票市场参与率为 8.84%；家庭对债券市场参与率 0.77%；家庭对

基金市场参与率 4.24%；家庭对衍生品市场参与率 0.05%；家庭对金融理财产品市场参与率

1.10%。因此，家庭在不同金融市场参与率存在显著差异，衍生品和债券市场参与率尤其低，

这与我国衍生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现实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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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票市场参与和风险态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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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家庭风险态度与股票市场参与 

由图 6 可知，风险偏好型的家庭炒股比例为 20.29%；风险中性型的家庭炒股比例为

11.54%；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炒股比例为 5.36%。因此，炒股与家庭风险态度呈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 

 

7、民间金融市场参与城乡趋同 

从图7可知，有借出资金的家庭数量占总体家庭的11.93%。分城乡来看，城市家庭11.94%

有借出款；农村家庭 11.92%有借出款。总体来看，城乡家庭对民间金融市场参与趋同。 

 

11.91%

11.92%

11.92%

11.93%

11.93%

11.94%

11.94%

城市 农村 合计

11.94%

11.92%

11.93%

比
例

参与民间借出资金

 

图 7：家庭民间借出资金参与 

五、家庭负债 

1、家庭负债值得关注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负债包括农业及工商业借款；房屋借款；汽车借款；金融投资

借款；信用卡借款；以及其他借款等。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样本中，有负债的家庭占 38.22%。

其中，城市家庭负债比例为 35.16%，农村家庭负债比例为 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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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 可知，中国家庭负债均值为 62576 元。其中，城市家庭总负债均值为 100815 元；

农村家庭总负债均值为 36504 元。 

如表 13 所示，中国家庭总体的资产负债率为 4.76%，其中，城市家庭为 4.08%，农村

家庭为 9.81%，农村家庭资产负债率约为城市家庭的 2.5 倍。 

由此可知，虽然农村家庭负债的平均数低于城市家庭，但是，农村家庭负债的比例以及

负债占资产的比重均显著高于城市家庭。因此，农村家庭的负债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图 8： 家庭总负债      

 

表 13：家庭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 

总体 4.76% 

城市 4.08% 

农村 9.81% 

 

2、教育负债比例高 

教育负债在城乡的分布比例有很大的差异，大部分教育负债都集中在农村。如表 14 所示，

在有个人教育贷款家庭中，农村家庭占比 77.88%，是城市家庭占比的 3.5 倍。同样，在有

亲戚朋友或非银行类机构借款的家庭中，农村家庭占比高达 67.37%，是城市家庭占比的 2

倍。 

 

表 14：教育负债在城乡的分布比例（%） 

 农村 城市 总计 

个人教育贷款 77.88 22.12 100.00 

亲戚朋友或非银行类机构借款 67.37 32.63 100.00 

 

在 16 周岁及以上年龄的在校学生中，根据学历层次的不同，家庭教育负债的比例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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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随着在校学生学历层次的提高，家庭的教育负债比例大幅提高。如表 15 所示，对于

教育负债，有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在校学生的家庭中，拥有贷款的家庭比例为 10.57%，

是有高中/中专（职高）及以下学历在校生家庭拥有贷款比例的 3 倍，后者仅为 3.65%。对

除教育贷款之外的借款，在有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在校学生的家庭中，有借款的比例为

25.31%，同样是在有高中/中专（职高）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家庭中拥有借款家庭占比的 1.36

倍。  

 

表 15：按学历看家庭教育贷款、借款的比重 

学历层次 有负债家庭 无负债家庭 

教育贷款   

   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 10.57 89.43 

高中/中专（职高）及以下学历 3.65 96.35 

教育借款   

   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 25.31 74.69 

   高中/中专（职高）及以下学历 18.62 81.38 

 

3、家庭支付方式多元化 

消费者在各种购物支付方式中仍以现金支付方式为主。如表 16 所示，以现金支付的交

易次数占总交易次数的 79.60%，所占比例最高。同时，通过借记卡（储蓄卡）和贷记卡（信

用卡）方式来进行支付也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购物形式。具体地，以这些方式进行的交易次数

分别占总交易次数的 8.05%和 6.97%。总体来看，家庭支付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 

 

表 16：购物支付方式的分布 

支付方式 百分比（%） 

现金 79.60 

借记卡（储蓄卡） 8.05 

贷记卡（信用卡） 6.97 

准贷记卡 0.08 

购物券/卡 2.89 

第三方支付（如支付宝） 2.23 

其它 0.18 

 

4、信用卡方便交易 

使用信用卡的主要原因是方便日常生活，占比 61.26%。家庭基于提前消费与透支的目的

使用信用卡的占 23.16%。在信用卡还款方式上，高达 84.72%的家庭都选择了提前偿还或者

到期全额偿还。 

就家庭所用信用卡的信用额度而言，最主要的信用卡户均信用额度为 24000 多元，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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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2%左右的信用卡预借过现金。此信用卡每月消费额为户均 3300 元左右，户均欠款金额

1089 元。其次的信用卡户均信用额度为 20694 元，预借现金的比例为 18.07%，该卡每月的

户均消费额度 2722 元，户均欠款金额 1103 元。 

 

表 17：使用信用卡的主要目的 

用卡目的 百分比（%） 

方便日常生活 61.26 

享用信用卡免息期 10.15 

可以提前消费 13.76 

透支 10.40 

其它 4.44 

六、家庭财富 

1、家庭财富分布不均 

由图 9 可知，中国家庭财富净值的均值为 665187 元，中位数为 24000 元。其中，城市

家庭财富净值均值为 1467860 元，中位数为 33340 元；农村家庭财富净值均值为 117928 元，

中位数为 20500 元。 

由表 18可知，处于财富分布 90%以上分位数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 86.69%，

在城市，这一比例更高，达到 89.50%。因此，家庭财富分布差异大。 

 

 

图 9： 家庭财富净值      

 

表 18： 处于财富分布 90%以上分位数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比例 

 最高 10% 

总体 86.69% 

城市 89.50%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16 
 

 

2、城乡家庭财富差距大 

从表 19 可知，平均来看，中国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为 111714 元，非金融资产为 1456961

元，资产合计为 1568675 元，城市家庭负债总额为 101815 元，城市家庭财富净值为 1467860

元。 

从表 20 可知，平均来看，中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为 30996 元，非金融资产为 123436

元，资产合计为 154432 元，农村家庭负债总额为 36504 元，农村家庭财富净值为 117928

元。因此，城乡家庭财富差距大。 

 

表 19：城市家庭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负债及净值 

 金额  金额 

金融资产 111714 负债 100815 

非金融资产 

(不包括住房) 

1456961 净值 1467860 

合计 1568675 合计 1568675 

 

表 20：农村家庭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负债及净值 

 金额  金额 

金融资产 30996 负债 36504 

非金融资产 

（不包括住房） 

123436 净值 117928 

合计 154432 合计 154432 

 

3、家庭资产分布不均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家庭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家庭非金融资

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车辆资产；以及家庭耐用品等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

民币资产；黄金；借出款等资产。 

从图 10 可知，中国家庭总资产均值为 727762 元，中位数为 37000 元。其中，城市家庭

总资产均值为 1568675 元，中位数为 50000 元；农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 154432 元，中位数

为 28730 元。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表明了中国家庭资产分布的不均。  

从表 21 中数据可知，处于资产分布 90%以上分位数家庭的资产占社会总资产比例为

84.59%；金融资产占社会金融资产总额的61.01%；非金融资产社会非金融资产总额的88.70%。

资产的分布也很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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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家庭总资产      

表 21：资产最高 10%家庭占社会总资产比例 

 最高 10% 

总资产 84.59% 

金融资产 61.01% 

非金融资产（不包括住房） 88.70% 

 

七、保险和保障 

1、汽车保险的赔付率偏低 

家庭在购买保险的缴费方面，农业家庭平均为购买汽车保险的花费为 2384 元，非农家

庭平均花费约 4802 元，后者是前者的 2.01 倍。去年，从家庭申请理赔的情况上看，拥有汽

车且购买汽车保险的农业家庭约 8.07%申请了保险理赔，平均理赔金额 2794 元。非农家庭

约 19.46%申请理赔，比例远高出农业家庭申请理赔的比重，平均理赔金额 3712 元，较农业

家庭户均理赔金额大。 

 

图 11：汽车保险缴费、理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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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保险的逆向选择明显 

数据显示，进行保险理赔的家庭与未进行保险理赔的家庭在汽车险种的购买上存在明显

差异。对每种类汽车险种，没有理赔的家庭购买的占比都比理赔家庭的购买占比低。例如，

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盗抢险、车上责任险，理赔家庭的购买占比分别为 68.2%、75.6%、

49.2%、49.2%，而未理赔家庭的购买比重仅占 36.3%、48.2%、22.9%、21.2%。玻璃单独破

碎险、无过失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也表现得也很明显。对这些险种，去年进行理赔的家

庭购买比重分别为 45.9%、33.9%、30.6%，相反未理赔的家庭只有 17.7%、14 .6%、13.6%

购买这些险种。 

3、我国人口老年抚养比高，社会负担重。 

总体而言，我国少儿抚养比低于老年抚养比。虽然农村地区的少儿抚养比略高于老年

抚养比，但城市地区的老年抚养比高达 26.31%，远超过其对应的 18.56%的少儿抚养比。无

论是否考虑到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在我国经济水平

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速无疑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如何应对我国人口结构中的“未富先老”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表 22：人口负担分析表（%）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总体 45.76 22.94 23.82 

东部 46.79 22.03 24.78 

中部 45.17 24.04 21.12 

西部 46.27 23.28 22.30 

城市 44.87 18.56 26.31 

农村 46.67 24.62 22.04 

注：总抚养比是指少儿和老年人口所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少儿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所占劳动年龄

人口的比例；老年抚养比是指老年人口所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4、医保中的道德风险 

表 23：医疗支出（单位：元/月） 

 
农村 城市 总体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总体样本医疗支出 750.51 150.00 1177.48 300.00 936.56 200.00 

有医保医疗支出总额 792.15 150.00 1166.77 300.00 958.35 200.00 

其中：医保 220.36 0.00 549.26 50.00 366.75 0.00 

个人 571.79  125 617.51  100 591.59  100 

无医保医疗支出总额 438.01 150.00 1306.06 250.00 744.03 200.00 

有医保者的医疗支出总额为 958.35 元/月，其中自付金额为 591.59 元/月，而无医保者

的医疗支出总额为 744.03 元/月。表 23 表明，农村地区有医疗保险的个人无论是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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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15 元/月），还是自付金额（571.79 元/月），都高于无医疗保险者的医疗支出（438.01

元/月）。在城市地区，这一现象并不明显。有医保者的医疗支出总额为 1166.77 元/月，自

付金额为 617.51 元/月，无医保者的医疗支出总额为 1306.06 元/月。 

八、家庭支出 

1、消费支出城乡差距大 

由图 12 可知，2010 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相差 24390 元，城市居民消费是农村居

民消费的 1.68 倍，其中，在日常生活支出、非日常生活支出、休闲保健支出、转移支出和

其它支出方面，城乡居民分别相差 12894 元、4853 元、2662 元、4244 元和 58 元，城市居

民在以上各项消费支出上分别是农村居民消费的 1.61 倍、1.56 倍、3.17 倍、1.67 和 1.008

倍。从各项消费差距的绝对数来看，日常和非日常生活支出的差距最大，这表明我国城乡居

民在必需品消费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从相对消费差异来看，城乡居民在休闲保健支出方面差

距最大，这表明我国城市居民文化娱乐生活比农村居民更加丰富多彩。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

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表明我国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图 12：居民支出结构图 

2、远亲和近邻 

城市居民家庭节假日转移支出高于红白喜事转移支出，而农村家庭则红白喜事转移支出

高于节假日转移支出，城乡居民人际之间转移支出存在一定的区别。这表明城市居民亲戚朋

友之间的往来更为频繁，而邻里关系相对淡薄，从而导致节假日支出高于红白喜事支出；而

农村居民家庭虽然亲戚朋友往来频繁，但邻里关系更为亲密，从而导致红白喜事支出高于节

假日支出，农村居民人际交往更体现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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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居民转移支出结构图 

 

3、家庭礼金支出 

2010年城乡居民家庭红白喜事支出分别为2642元和2228元，收入分别为7199元和4847

元。但是，城乡居民家庭 2010 年红白喜事净收入分别为-960 元和-729 元。 

城市家庭红白喜事支出增加 1 个百分点的回报为红白喜事收入增加 0.72 个百分点；而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红白喜事支出增加 1 个百分点的回报为红白喜事收入增加 1.08 个百分

点；这表明对于城市家庭而言，红白喜事的礼金支出是一种负担，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红

白喜事支出是一种投资。  

  

表 24：红白喜事收入对红白喜事支出的反映程度 

 
红白喜事 

红白喜事收入弹性 红白喜事对居民家庭而言是 
支出 收入 

城市 2642 7199 0.72 负担 

农村 2228 4847 1.08 投资 

总体 2412 5722 0.9 负担 

注：红白喜事收入弹性都在 0.1%的水平上显著。 

九、家庭教育 

1、义务教育效果明显 

    我们将文化程度为没上过学和小学界定为初中以下学历，然后根据不同年龄段计算初中

以下学历人口比重，结果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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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初中学历以下比例 

 

从图 14 可知，初中学历以下人口的比例随着年龄降低逐渐降低。在 60 岁以上人口中，

初中以下学历人口占 65.58%；50 岁到 59 岁人口中比例为 44.79%；40 岁到 49 岁人口中比例

为 28.05%；30 岁到 39 岁人口中比例为 19.40%；18 岁到 29 岁人口中比例为 7.47%。 

数据表明，随着人口年龄降低，初中学历以下人口比例显著降低。因此，义务教育效

果明显。 

2、大学扩招效果显著 

图 15 是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在不同年龄组的比例。 

 

 
图 15：出生年代与大学以上人口比例 

 

从图 15可知，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50 后为 1.71%，60后为 4.93%，70后为 10.19%，

80 上升到 18%以上，增加非常显著，但已经基本趋于均衡。因此，高校扩招极大地促进了

大学及以上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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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是城市大学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 

 

 
图 16：城市大学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 

图 16 的数据显示，同图 15 的趋势一样，80 后的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显著增加。

90 后的大学生比例增加到 42.05%。 

3、教育平等 

我国农村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较高，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 80%，而该比例在城镇

地区仅为 40%，表明我国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大。同时，受教育程度的地域分布存在

明显不平衡。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较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教育优势。人口

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高，文盲率低。 

进一步对各年龄组学历结构的分析发现，35 岁以下人群的学历结构图中初中学历比例

高达 36%。就文盲和半文盲人群而言，其平均年龄为 55.78 岁，表明文盲半文盲群体主要集

中于老年人群。与此相反，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主要是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大学生所

占比例为 14.01%。 

 

表 25：学历结构表 

学历 人数 比例（%） 城市                农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文盲半文盲 2485 10.10 4.23 14.51 7.90 11.93 11.87 

小学 5092 20.70 9.88 28.81 17.97 21.86 24.44  

初中 8063 32.78 25.86 37.98 31.19 34.26 33.84  

高中 3543 14.40 18.84 11.07 15.23 14.64 12.47  

中专或职高 1515 6.16 10.27 3.09 6.82 5.82 5.34 

大专或高职 1838 7.47 13.77 2.75 8.99 5.82 6.80 

本科 1838 7.47 15.09 1.76 10.3 5.35 4.90 

硕士以上 222 0.90 2.07 0.03 1.61 0.32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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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等教育国际化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9.78%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其中 12.93%的城市学生、5.53%的

农村学生）留学海外。在有 15 岁以下小孩家庭中，8.31%打算送小孩出国，29.43%看情况决

定是否送小孩出国。到海外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公民重要选择之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面

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还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5、教育回报高 

如图 15 所示，不同教育水平下的平均工资收入可知，受教育水平越高，平均工资收入

越高。 

 

图 17：不同受教育程度年均收入 

 

从图 17 可知，本科学历的平均工资为大专（或高职）学历的 1.75 倍，硕士学历的平

均工资为本科学历的 1.73 倍，教育回报较高。不过，博士学历的平均工资仅为硕士学历的

70%。 

十、其他部分 

1、性别比例 

通过 CHFS 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性别比例结构的差异较大，其中又以少儿人口性别比

例（123.3:100）不平衡的程度最为严重。同时，农村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程度高于城市。从性

别比例指标的年龄维度上看，少儿组性别比大于劳动年龄组性别比，而劳动年龄组性别比又

大于老年人口组性别比，表明未来人口性别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性别比

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性别比，尤其是少儿性别比较经济较

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更为平衡合理。 

表 26：年龄及性别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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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年龄 年龄中位数 
不同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 

少儿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 老年人口 总人口 

总人口 38.37 38.66 15.05 68.6 16.34 100 

男性 37.66 38.08 16.38 67.79 15.82 50.73 

女性 39.13 39.17 13.68 69.44 16.87 49.27 

性别比例   123.3 100.5 96.52 102.94 

城市   118.6 96.76 87.5 98.2 

农村   125.1 102.8 105.5 106.5 

注：根据我国对不同年龄的划分，少儿人口是指 15 岁以下的人群数量，劳动年龄人口是指 15 岁以上

（包括 15 岁）和 60 岁以下的人群数量，60 岁以上为老年人口，性别比例为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

女性人口以 100 为基数。 

2、剩男剩女 

我国城市和农村婚姻状况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主要表明为城市同居、分居和离婚的比

例明显高于农村，而城市未婚比例显著低于农村。就未婚人群而言，剩男剩女（即 30 岁以

上未婚男女）的城乡分布存在差异，如表 28 所示，农村剩男的比例高于城市，而城市剩女

的比例高于农村。 

表 27：婚姻状况的构成比例（%） 

 未婚 已婚 同居 分居 离婚 丧偶 

总体 17.38 76.84 0.29 0.08 1.32 4.09 

城市 15.15 77.9 0.39 0.12 1.98 4.47 

农村 19.04 76 0.22 0.06 0.83 3.79 

 

表 28：30 岁以上未婚人群分布情况的描述 

性别 
城市 农村 

比例（%） 受教育年限 比例（%） 受教育年限 

男性 41 12 59 7 

女性 62 12 38 9 

合计 45 12 55 7.36 

 

城市离婚比例高于农村，表明城市居民婚姻状况比农村居民更不稳定。婚姻状况最不稳

定的年龄段为 40 至 50 岁。在城市，丧偶女性人数是丧偶男性的 3 倍多，而农村丧偶女性是

丧偶男性的 2 倍多，这与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3、中小企业与就业 

私营或个体企业雇佣劳动力占企业雇佣劳动力的 62.66%，同时占从业人员比例的

38.44%。也就是说，中国有 38.44%的从业人员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外商独资企业、港

澳台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就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工资而言，人均工资收入前三位分别是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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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联营企业，但是这三种类型的企业雇佣劳动力所占比例仅为 3.78%，除以上三种企业之

外，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工资收入最高，为 46409 元/年。但是，作为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

主力军的私营或个体企业人均工资收入最低，表明我国大部分劳动力工资收入处于较低的水

平，因此，私营或个体企业工资收入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表 29：各类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比例（%） 

企业类型 总体 城市 农村 

国有/国有控股 25.36 37.73 7.84 

集体/集体控股 5.42 7.89 1.96 

私营/个体 62.66 46.5 85.56 

外商独资 2.79 3.85 1.34 

港澳台独资 0.99 0.63 1.43 

中外合资 1.8 2.27 1.16 

其他联营企业 0.99 1.14 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