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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今年3月初，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关注新市民群体在创业、就

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这意

味着，继面向大众的普惠金融之后，新市民金融服务将成为整个金融行业的重点课

题。

新市民是谁？新市民主要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

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

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目前约有3亿人。

长期以来，新市民备受社会关注。从小镇、乡村而来的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为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进程的推进，做好新市民金融服务，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

在此背景下，中国平安为深入了解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现状、痛点和难点，联合专业

数据机构秒针展开问卷调研，审核后回收1500份有效问卷。

经调研数据分析，中国平安联合《中国银行保险报》正式发布《2022新市民金融服

务白皮书》。本次报告洞察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

的金融需求，梳理各大银行、保险机构目前所做出的创新举措，帮助行业更全面了

解新市民群体。同时，在调研数据基础上，中国平安上线新产品和服务，助力新市

民在城市站稳脚跟，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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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群体现状分析

新市民群体金融服务需求痛点

PART 1
解读新市民群体

2022新市民金融服务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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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  解读新市民群体

      1.新市民群体现状分析
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通过就业、就学等方式转入城镇，融入当地成为新市民。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市民群体的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考核标准，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目前新市民人口数量在3亿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20%，是社会新经济、新消费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报告发现，新

市民主要分为外来务工人员、小微企业主、随迁老人三类群体。在本次调研中，规模最大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占比为88%；

其次是店主、老板等构成的小微企业主，以及为和子女团聚而来到城市的随迁老人，占比分别为3%和6%。（备注：另有3%为退

休、家庭主妇/主夫等无固定工作人群，数据量较少，此次报告不展开研究）

调研数据发现，大部分新市民生活和工作状态相对稳定，多数有家庭、已工作/置业多年，全职工作人群中有73%已购买了社保。

新市民来到城市后，分布于各行各业中。报告显示，受访者从事的行业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制造业、餐饮和工程/建筑、房地

产、互联网/电子商务、政府事业单位。

在本地的
居住时长

婚姻
关系

来目前城市的主要目的收入来源目前企业已提供的保障

8千元以下

8千-1.2万

1.2万元或以上

工资/奖金

理财投资	

兼职

父母/家人补贴

生意/小买卖

房屋/店铺出租

社保

住房公积金

商业保险

以上均无

92%

61%

36%

12%

11%

10%

73%

55%

39%

10%

已婚/离异
有孩72%     无孩8% 

未婚

工作/就业

置业/购买房产

与子女团聚

投靠亲友

92%

39%

15%

5% 

收入

已居住5年以上

已居住3-5年

已居住不到3年(含)

41%

3%

26%
88%

80%

20%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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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35.8岁

全职工作：93%

平均年龄：34.8岁

全职工作：94%

小微企业主

投资理财储蓄
房租
信用消费
孩子教育
社交聚会/随份子
购买商业保险/续保
赡养老人
线上挂号/问诊
养车/还车贷
房贷按揭
住院/医疗
职业培训/教育
贷款
自己创办的生意

购买商业保险/续保
房租
投资理财储蓄
孩子教育
信用消费
社交聚会/随份子
自己创办的生意
赡养老人
房贷按揭
住院/医疗
贷款
线上挂号/问诊
养车/还车贷
职业培训/教育

67%
61%
60%
57%
55%
52%
40%
37%
30%
30%
29%
25%
22%
10%

63%
60%
54%
54%
52%
46%
46%
44%
31%
27%
27%
25%
25%
23%

13%
21%
15%
37%
12%
15%
12%
4%
16%
23%
14%
7%
12%
6%

10%
27%
15%
38%
13%
4%
21%
6%
21%
10%
15%
2%
10%
6%

家庭同居
成员

家庭同居
成员

伴侣	79%

伴侣 79%

社保 72%

社保 73%         商业保险	42%         住房公积金	38%        以上均无	13%

父母	35%

父母	42%

住房公积金	55%

朋友	6%

朋友	8%

子女	65%

子女	65%

个税	58%

宠物	13%

宠物	8%

商业保险	39%

独居	5%

独居	6%

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

工资、打工、奖金	96%
理财投资收入	63%

做生意小买卖	73%
理财投资收入63%

业余兼职	38%
父母/家人补贴	12%

企业已提供
的保障

企业已提供
的保障

而小微企业主大多数学历不高，但有自己的小生意，收入相对更高。除生活支出外，生意支出是重要的开支压力。他们多数

会购买商业保险，更担心稳定性。他们有很清晰的收支分配计划，未来打算继续拓展生意。

2022新市民金融服务白皮书

外来务工人员中，超七成已组建家庭。他们在工作、生活和经济上都经受着较大的压力，房租房贷和小孩教育是最大的经济

压力来源。他们务实又传统，抗风险能力弱，因工作可替代性高、收入不稳定、担心失业而对未来感到焦虑，同时期望通过

买车买房，创业和提升自我来改变现状。

外来务工人员

生活支出项目

生活支出项目

过去一年有该项
支出的人群比例

过去一年有该项
支出的人群比例

该项支出有压
力的人群比例

该项支出有压
力的人群比例

学历：50%本科或以上

婚姻：77%已婚，69%有娃(87%有一个娃)

税前月收入：9,944元

投资理财平均资金水平：369,058元

学历：62%本科或以上，31%大专

婚姻：77%已婚，71%有娃(76%有一个娃)

税前月收入：13,365元

投资理财平均资金水平：589,063元

做生意小买卖	9%
房屋/店铺出租	9%

工资、打工、奖金52%
业余兼职31%

房屋/店铺出租15%
父母/家人补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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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市民群体金融服务需求痛点

新市民人群呈现出工作稳定性低、社会保障参与度低、可支配收入低、抗风险力较低等特征。如果把新市民群体按照生命周

期来划分，金融服务应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从最前端的就业创业，到后面的生活消费、结婚生子，以及未来孩子的教育、

医疗保险和养老问题。随着城镇迁移和身份切换，新市民群体产生出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包括理财投资、保险保障、医疗健

康、养老规划等，他们面临以下金融服务需求痛点。

跟随着子女进城的随迁老人里，部分人已不处于工作状态。他们有较大的一笔理财资金，日常的重点支出为住院/医疗和刷

卡消费。他们视保持身体健康为第一重任，希望能保持目前的状态享受生活。

新市民群体具有数量大、成长性强、金融服务需求大等特点，但在享有的金融服务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

/2.1 面临生活风险多，普遍缺乏保险意识/
数据显示，新市民存在方方面面的风险：行业发展受限，工作可替代性强，收入不稳定；没有养老、医疗资金储备，大病

返贫；租房又担心暴雷及意外财产损失。而外来务工的基层人员中，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人员面临着巨大的人身伤害风

险与失业风险。小微企业主由于收入不稳定，面临信用风险及养老风险。随迁老人商保意识尤为薄弱，主要面临养老风险。	 

 

然而，新市民未购买商业保险的主要原因包括：缺少筛选和理解条款的能力、担心理赔和服务、缺乏商保意识、特殊群体没	

有适用产品等。可见，新市民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亟需提升。

平均年龄：54.5岁

全职工作：82%

随迁老人

投资理财储蓄
购买商业保险/续保
社交聚会/随份子
信用消费
孩子教育
赡养老人
房租
线上挂号/问诊
养车/还车贷
住院/医疗
房贷按揭
贷款
职业培训/教育

73%
55%
54%
53%
48%
41%
39%
35%
29%
28%
17%
8%
7%

8%
21%
8%
11%
33%
6%
4%
3%
7%
15%
9%
3%
3%

家庭同居
成员

子女	100%
伴侣	96%

社保 89% 住房公积金	65%

收入来源
工资、打工、奖金	84%
理财资收入 47%

企业已提供
的保障

PART 1  /  解读新市民群体

生活支出项目
过去一年有该项
支出的人群比例

该项支出有压
力的人群比例

学历：45%本科或以上，25%大专

婚姻：98%已婚  ，100%有娃 (88%有一个娃)

税前月收入：8,563元

投资理财平均资金水平：613,802元

宠物	17%
父母	13%

保姆	3%
亲戚	2%

业余兼职	16%
房屋/店铺出租	14%

父母/家人补贴	7%
做生意小买卖	6%

商业保险	24%个税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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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保障 

	缺少职业体检/职业病筛查

	工资拖欠	

	未缴纳公积金

	未签订劳动合同

	未购买社保

2022新市民金融服务白皮书

/2.2 理财渠道分散，融资条件受限多/
新市民在改善生活、创业周转等方面有较大的理财及融资需求。但苦于可支配资产较少又缺乏金融知识，大部分新市民都没

有清晰系统的理财规划，往往同时在不同理财平台购买理财产品，且呈现出较大的从众性、随意性和保守性特点。

新市民购买商业保险的障碍

不懂怎么根据需求挑选性价比高的产品

产品条款晦涩，没人讲解

担心购买后没有持续服务，被遗忘

产品更新慢，没适合当下需求的产品

没结合我保险规划思路推荐好产品

感觉银行在保险方面不专业

理赔限制条件多，担心最终不能赔付

理赔服务体验差，理赔流程繁琐

投保门槛高，没有通过核保

在银行做保险规划、保单管理不方便

已经有社保了，足够了

感觉没有必要买，无所谓

理赔金额低，次数少，没有优势

没有提供优惠或增值服务

不省心
60%

不需要
37%

不省时
47%

不省钱
23%

24%

21%

16%

15%

14%

11%

21%

20%

24%

18%

18%

13%

42%

19%

24%

3%

70%

70%

62%

50%

14%

8%

4%

25%

17%

12%

9%

15%

11%

19%

18%

潜在的职业风险(%)

事业风险 

	行业发展慢，机会少

	没有成长空间

	工作可替代性强

	学历低，求职难

78%

44%

36%

28%

15%

健康风险 

	超负荷工作

	交通意外

	工作环境有害

	工伤

33%

23%

18%

7%

4%

工作稳定 

	个人收入不稳定

	破产/裁员风险

42%

28%

22%

23%

11%

7%

6%

4%

1%

理财金额 偏好的理财产品理财收益和风险偏好

整体
基数：1003

整体
基数：1003

5万元以下	

5-10万元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及以上

年化最高收益率可能20%，但有可能亏损20%

年化最高收益率可能10%，但有可能亏损10%

年化最高收益率可能6%，但有可能亏损6%

年化0%-4%波动的收益率

年化固定2%的收益率

银行理财

基金

银行定存

股票

贵金属

期货

信托

目前使用的理财平台数量均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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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  解读新市民群体

近三成新市民不能实现收支平衡，其中基层员工出现资金缺口较多。虽然新市民群体贷款时会优先考虑银行，但众多新市民

的金融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特征，且个人信用记录未必完善，其信用等级难以被金融机构识别，因此很难获得信贷服务。

另一方面，碍于银行贷款申请材料要求高、流程复杂繁琐，部分新市民难以清楚了解贷款政策，且担心因此影响征信，因此

望而却步。据调查统计，31%新市民在需要融资时没有选择银行贷款，而是投向信用卡、家人资助或网贷等渠道。

为什么不通过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新市民资金缺口解决渠道

资金缺口解决渠道

平时收支状况

经常出现收支不抵，资金缺口大

偶尔出现收支不抵

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收入稳定大于支出，有一定储蓄

9%

26%

48%

17% 银行信用卡

网络平台贷款

银行贷款

消费金融公司贷款

线下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家人资助

向朋友借钱

售卖现有资产

从没遇到过短缺

30%		银行申请材料要求高，流程复杂

29%		担心还款逾期影响征信

25%		急需资金，办理贷款流程繁琐

15%		不知道应该找谁办理，不了解银行贷款

14%		没有足够可抵押的资产

12%		不清楚个人征信状况，担心不获批

50%

30%

29%

14%

10%

37%

25%

8%

11%

31%不求助银行/消费金融公司

不省心
因流程复杂或不了

解而感觉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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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医疗资源紧张，健康护理难题多/
新市民群体对疾病的风险抵御能力较弱，在健康医疗方面负担沉重。一方面，医疗资源紧缺，挂号、住院床位预约、专家手

术预约以及老人护理等项目为新市民带来人力负担；另一方面，慢性病管理及康复、陪护费用等成为新市民的经济负担。数

据显示，六成新市民在异地就医时的最大顾虑是医疗资源紧缺，该群体就医获得感仍需提高。

新市民健康医疗顾虑

期待获得的健康管理服务

60%
医疗资源紧缺
（如挂号难、住院VIP/特许床位、专家手术预约不到）

56%
慢性病管理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和费用
（如高血压、糖尿病等）

38%
康复训练、老人护理等需要长期投入财力、人力

38%
不知道怎么做疾病预防
（如接种什么疫苗、怎样预防疾病等）

重大疾病的高风险因子评估

癌症早期筛查体检

体检报告专业解读

中医养生、理疗

私人健康医生顾问

心理咨询

50%

48%

45%

45%

32%

30%

洁牙服务

基因检测

健身私教

细胞储存

月子会所、产后护理

26%

21%

20%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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