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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介绍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于 2010 年成立的集数据采集

与数据研究于一身的公益性学术调研机构，包含中国家庭、小微企业和城乡治理

三大数据库。在数据采集上，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代表性，中心采用了分层、

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获取目标样本，结合实地走访和季

度电话回访采集样本数据，并自主研发了多个计算机系统，对样本的质量进行严

格审核。 

2021-2022 年，中心完成第六轮家庭金融入户调查，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除

新疆、西藏、港澳台外的 29 个省，269 个县，1028 个社区的 22027 户家庭，具

有全国和部分省级代表性。调查全面追踪家庭动态金融行为，填补了中国家庭金

融微观数据的空白。2023 年，中心完成第七轮家庭金融入户调查。 

此外，中心还积极运用收集到的一手数据开展相关领域的政策探讨和学术研

究，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宏观政策和国家治理改革的智库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包括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研究、中国家庭储蓄、消费

与保险行为研究、中国家庭金融研究、中国住房市场发展研究、小微企业的创新

与发展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研究、农村普惠金融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城镇

化系列问题研究等，在智库建设、社会服务、学术成果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心将以“让中国了解自己，让世界认识中国”为宗旨，树立“学术研究国际一

流，政策研究国内领先”的目标，力争成为有重大社会及业界影响力、公信力的

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 

蚂蚁集团研究院 

蚂蚁集团研究院是蚂蚁集团的专业研究部门，从事宏观经济、监管政策、公

司战略和学术理论研究，覆盖数字支付、数字金融、数字科技、ESG、数据与平

台治理、宏观经济等研究领域。通过开展客观、扎实和深入的研究工作，为公司

战略决策提供支持，为政府部门公共政策提供参考和研究服务，并通过研究开放

平台的搭建，为国内外数字经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数据、案例等支持。 

蚂蚁理财智库 

蚂蚁理财智库是蚂蚁集团旗下蚂蚁财富平台发起，联合行业头部的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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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等共同组建，服务于广大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智囊团。截至 2022 年末，

已有超 30 家专业机构和高校，逾 60 位专家学者参入智库，从专业的视角出发，

通过直白的语言、图文并茂的表现方式，让大众更加了解金融市场发展变化，对

于资产配置以及合理的投资行为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最终助力广大投资者实现中

长期的理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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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居民家庭财富变动状况，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共同开展中国居民家庭财富变动趋势及未来预

期的调查。该调查主要围绕家庭财富变化、未来预期及家庭投资决策等几方面展

开，并于每季度末展开调研。 

报告发现，首先，2024 年一季度家庭财富、收入持续稳健增长，消费意愿继

续恢复。2024 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家庭总财富和总收入持

续增长，增速波动不大，趋势向好；就业群体的工作稳定性呈明显改善趋势。 

其次，本季度家庭对于多元化投资的意愿有所增强，对市场走势和经济环境

预期也较为乐观，家庭金融投资品配置整体呈现出积极的趋势，各类资产的配置

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对活期/定存类资产、贵金属和商业保险的配置意愿处于

较高水平。分收入群体看，高收入家庭对活期/定存类、贵金属和商业保险的配

置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对活期/定存类资产的配置增速出现明显上升，对贵

金属和商业保险的配置增速波动不大；分年龄群体看，各年龄段家庭对活期/定

存类、贵金属和商业保险的配置指数均高于荣枯线 100，年轻家庭的配置意愿更

高，配置增速整体呈现加快的趋势。 

2024 年一季度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配置增加，投资信心逐渐恢复，整体趋势向

好。稳定增长的财富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动力源泉，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是家庭抵

御突发性风险的有力屏障。本季度家庭对偏债型基金、偏股型基金和股票/期货

/衍生品的投资意愿均呈现出积极的态势。随着证监会领导换届及相关利好股市

政策、基金费率改革等利好政策的出台，对家庭股市投资及基金市场投资信心起

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从信心增加群体对基金和股票类的配置情况来看，对股市信

心增加的群体和对基金市场信心增加的群体的偏股型基金和偏债型基金的配置

指数均明显高于信心减少群体；高金融资产家庭的抗风险性明显高于其他中低金

融资产家庭，股票类资产的配置意愿也稳步增加，且增速上升，其他资产组也纷

纷突破荣枯线 100，显示出市场信心增强的迹象。 

当前我国的正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人口占比逐年下降，而老年

人口抚养比却不断上升的局面，养老问题显得至关重要。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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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解决方案之一，2022 年 11 月，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然而，首年试点

结果显示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情况未达政策预期。超四成家庭表示没有缴存个人

养老金是因为“还不了解个人养老金政策”，分别超两成家庭表示没有缴存的原

因是“担心政策会变”、“不能提前去取，无法应付不时之需”。缴存家庭中其

养老产品更多的选择了储蓄存款，这反映了家庭更倾向于选择较为保守和稳健的

投资方式，其次是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年轻、高学历家庭对保险的购买潜力较大，

值得关注。 

再次，2024 年一季度家庭消费支出继续增加，文娱类享乐型消费突破荣枯线

100。分收入群体看，各收入组家庭的消费保持增加，增速整体波动不大；分年

龄群体看，各年龄段的消费仍在增长，增速波动不大，年轻家庭的消费位于较高

水平，且增速略微上升。 

最后，2024 年一季度家庭总负债及各类负债增加，增速较为稳定，消费性负

债仍位于较高水平，房屋负债较低。负债需求方面，家庭的消费贷与经营贷需求

保持增长，其中消费信贷需求增速上升，经营信贷需求变动指数跌破荣枯线 100。 

从未来预期看，在财富及收入预期方面，家庭预期未来财富和收入继续增加，

预期增速略微上升；消费预期方面，家庭对未来消费的预期继续增加，增速波动

不大，略微回落。高收入家庭和年轻家庭的消费预期仍处于较高水平，但增速均

有所回落。在股市预期方面，2024 年一季度家庭对股市预期降幅明显收窄，有向

好趋势。购房意愿方面，今年一季度购房市场仍存在一定的波动和调整，计划购

房意愿略有增加，新购住房比例回落。高收入、年轻和多套房家庭的新购房比例

和计划购房意愿仍较高。从整个经济发展预期来看，2024 年一季度更多家庭对未

来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信心有所增强；高收入家庭和年轻家庭对经济预期水平

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且增速上升，低收入家庭和中年家庭均明显上升，呈好转

趋势。 

政策建议上，本报告建议： 

（1）资本市场相关利好政策方面：继续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增强家庭

对投资股票和基金的信心，鼓励家庭增加股市和基金市场投资，提高投资者的参

与意愿。同时应继续鼓励家庭的多元化投资，降低单一资产的风险，提高整体财

富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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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娱类享乐型消费突破荣枯线 100，向好发展。建议加大对文化产业的

支持力度，包括电影、电视、音乐、文学等领域，鼓励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为

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和更丰富的娱乐内容。 

（3）个人养老金账户方面：建议政府加大个人养老金制度宣传力度，提高

家庭对该制度的了解和信心。同时，政府可考虑进一步完善个人养老金政策，增

加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满足家庭的实际需求。建议政府重点关注中低收入家庭

的养老问题，加大对这一群体的扶持力度，提高他们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积极

性。同时，政府可考虑推出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其经济压力，

增强其财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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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收入和财富持续稳健增长，为经济复苏注入了新的活力 

家庭总财富与总收入继续增长，增速波动不大，趋势向好 

2024 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

长 5.3%，增速较上个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从环比

看，经季节因素调整后，一季度 GDP 环比增长 1.6%。环比增速连续七个季度增

长，经济运行呈持续回升的向好态势。2024 年一季度调研结果显示，更多家庭

的总财富和年收入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1，其中，家庭总财富保持基本不变的比例

上升，从 2023年四季度的 44.5%增加至今年一季度的 51.0%；家庭总收入保持基

本不变的家庭占比为 63.9%，相较上季度的 61.4%有所增加，表示总收入增加的

家庭占比有所上升，从 2023年四季度的 16.5%上升至今年一季度的 17.3%。这可

能受到经济形势改善、就业市场稳定以及政府政策措施等因素的影响，也反映了

整体经济环境的积极变化，以及家庭收入和财富状况的持续改善。根据财富及收

入规模加权后，家庭财富及收入指数均在荣枯线 100 以上2，一季度家庭财富指

数和家庭收入指数分别为 102.4和 100.7。这表明家庭财富和收入整体保持增长

态势，向好发展。  

                         
1
 一季度调研样本家庭的平均财富为 150.3万元（仅计算了房产和金融资产，因此有低估。其中房产

均值为 117.4万元，金融资产均值为 32.9万元），家庭年收入均值为 17.0万元。根据调研样本的房产价

值范围、金融资产范围和年收入范围赋中值估算。 

2
 2024年一季度家庭财富指数和家庭收入指数（原指数）分别为 99.1和 97.1，指数均低于 100，其

表达的含义为（相比表示家庭财富（收入）增加的家庭）更多的家庭表示其财富（收入）相比上季度有所

减少（若指数值为 100，表示家庭财富（收入）增减的群体比例相当）。为尽可能反映社会整体财富（收

入）的变动，根据家庭的财富（收入）水平进行权重调整，构造了加权指数。调整权重的指数有家庭财富

变动（预期）指数、家庭收入变动（预期）指数、家庭消费变动（预期）指数三类，若无特别说明，本报

告中除以上三类家庭整体指数外，其他均为原指数，更多的反映家庭在各类经济数据表示“增加很多、增

加一点、基本不变、减少一点、减少很多”的比例分布关系，不能准确反映整体经济数据水平的增减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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