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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投资理财的需求日益凸显，我国城镇居民的投资理财行为和特点都发生

了变化。但是受到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大多数居民的理财观念比较薄弱、理财投资的意识不强、理财方

式也比较单一。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以北京市为例，对居民投资理财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调

查发现，北京市居民在投资理财中面临投资理财能力有限、缺乏专业知识理解、金融机构宣传不到位等

问题，本文分析了解了以上诸多问题，阐述了居民进行理财投资的必要性并给出了正确进行理财规划、

提高居民理财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养高素质业务人才等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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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
agement of resid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
agement behavio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have changed. However, re-
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most resid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cept is relatively weak, the 
awarenes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is not strong, and the way of financial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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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ment is relatively single.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takes Beijing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idents’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survey found that Beijing residents are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limit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ability,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nd inadequate 
public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understood many of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resid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
vest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reasonable financial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improving resid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perfect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rain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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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叶蓓在居民理财现状中指出，随着居民闲置资金的

增加，个人的财富保值的需求越来越旺盛[1]，人们逐渐认识到理财的重要性，居民投资理财的需求日益

增加。 
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搭载“互联网+”的顺风车，张博指出互联网理财产品不用赎回费，门槛很低，

操作方便，收益大大高于活期储蓄[2]，这也令居民进行理财投资的方式也逐渐多样。同时各种理财产品

的井喷也令人眼花缭乱，居民在投资理财方面存在着诸多误区。 
据此，作者通过阅读居民投资理财现况调查期刊[3]、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区域性分析了处于不同

收入的居民进行投资理财的行为以及居民对于投资理财的诸多认知误区，研究在不同时期，影响居民对

于理财投资的规划及调整的因素有哪些。以此深入了解北京市居民投资理财行为的必要性，综合系统地

判断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投资理财的关系。同时也希望通过此次研究成果能让北京市的居民更好地进

行理财产品的选择，更清晰地进行理财产品的投资，为居民们提供一份常见的理财投资误区方案，为居

民们更好地选择理财产品做参考。 

2. 北京市居民投资理财的现状分析 

本次问卷是通过问卷星制作，在微信、QQ 等网络渠道通过随机发放的形式发放问卷 198 份，回收问

卷 198 份，有效问卷 198 份，问卷回收率 100%。问卷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2.1. 居民对于理财概念的认知(了解程度) 

在对北京市居民投资理财的问卷调查发现，32.32%的被调查者中有所学的专业或从业行业与金融相

关；67.68%的被调查者中有所学的专业或从业行业与金融无关。有 62.63%的被调查者认一般了解投资理

财；33.84%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投资理财；仅有 3.54%的被调查者很了解投资理财。由此可见，大部

分居民与相关金融行业联系较少，在投资理财时具备的相关金融知识也比较少，缺乏对于理财产品的相

关内容的了解，进行理财投资的局限较大，进行理财投资时往往会进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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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年龄  可以用来投资 
理财的额度 

 计划的理财期限  

18 岁以下 13.13% 5 万以下 85.35% 1~5 年 79.80% 

19~28 岁 79.29% 6~10 万 6.57% 6~10 年 13.13% 

29~40 岁 4.55% 11~20 万 3.54% 11~20 年 2.02% 

41~55 岁 2.02% 21 万以上 4.55% 20 年以上 5.05% 

56 岁以上 1.01%     

2.2. 居民了解投资理财产品的途径 

如图 1 所示，通过理财相关网页、网站获得理财知识的居民占 73.23%；通过咨询专业理财人士获取

理财知识的居民占 66.67%；通过报刊、书籍资料等获取理财知识的居民占 60.1%；通过以上其他途径获

得理财知识的居民占 28.79%。如图分析可见，居民通过网络来获取理财知识的途径占比最大，互联网的

迅速发展为居民进行理财投资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被调查者在填写问卷之前都有过获取相关理财知识的

经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北京市居民已经具备一定的投资理财、进行理财规划的意识，并且该类现象

呈现逐渐加强的发展态势。居民对于理财投资越来越重视，投资理财也将在未来家庭收入分配中占有重

要比重。 
 

 
您获取理财知识的途径？ 

Figure 1.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the question “How you gain financial knowledge?” 
图 1. 对“您获取理财知识的途径？”问题的调查结果 

2.3. 影响居民进行理财投资的因素 

如图 2 所示，有 71.21%的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因每个月的定期收入受到影响；47.98%的

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受到每年的定期收入的影响；52.02%的被调查者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

因为个人对于收入的预期变动而对投资理财造成影响；59.6%的被调查者会因为不同阶段收入的变化而对

投资理财造成影响。结合孙可娜总结的《个人理财就是根据自己的收入去选择合理地支出》[4]，分析可

见，个人收入是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月收入的高低是影响家庭经济变动的主要原因，家庭在不同区域

进行的资金分配比重受每月收入的高低影响较大。合理的理财投资收益也是增加家庭经济的重要方式，

月定期收入会直接影响居民投资理财的行为，对于居民进行理财投资起到关键作用。  
调查中也显示，有高达 78.28%的居民认为风险偏好是进行理财投资的影响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大部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5243


邢馨方 
 

 

DOI: 10.12677/ass.2022.115243 1770 社会科学前沿 
 

分居民的投资能力是有限的，再加上个性、意识、收入水平、文化水平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就会让

居民更偏好传统的，保守稳健型的投资工具。同时，这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居民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

认识不足，不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投资工具，寻求最优的投资理财组合，而这些问题也

会直接影响投资的收益。 
 

 
以下哪些收入会影响您的投资理财行为？ 

Figure 2.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the questio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
come will affect your investment behavior?” 
图 2. 对“以下哪些收入会影响您的投资理财行为？”问题的调查结果 

3. 居民投资理财的必要性 

毕研玲、张建友(2011)指出从消费者来看，居民对于自己财富的增值愿望越来越强烈。近几年，随着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银行理财产品的增多，居民投资理财的潜力仍有很大的挖掘意义[5]。居民

对于投资理财的观念与闲余资金收入的欲望也在不断增加。“互联网+”模式的影响开阔了居民的理财视

野，创造了投资理财的时代，投资理财，简而言之，是指资金的使用和投资计划。也就是说，在分析和

整理的基础上，将居民的收入、资产、负债等数据，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的特点和风险偏好，结合

预定的目标，利用储蓄、保险、证券、外汇等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合理安排资金，实现资产的保值增

值。在进行理财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财富的积累，还要考虑对财富的保护，即对风险的管理和控

制。现如今，投资理财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进行合理的理财投资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3.1. “负利率”时代的到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物价水平也有所提高。特别是 2007 年之后，中国 GDP 增

长率达到近 13 年来的最高水平，2007 年 CPI 涨幅也再创新高。“CPI”这个术语开始被公众所熟知。“CPI”
是人们购买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一种价格变动的衡量标准，是衡量服务价格变化和商品状况的重要指

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方面起着重要作用。CPI 为负表示通货紧缩，CPI 为正则表示通货膨胀。所谓的负利

率，是指当消费者物价指数迅速上升时，引起银行的反应使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是衡量债权人和债务人收益的重要指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二者之间的

关系用公式表示为：名义利率 − 通货膨胀率 = 实际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发布的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负的实际利率。从未来的长期发展来看，银行的存款很可能会本金的原始

购买力，随之而来的是居民资产的贬值。随着物价的继续上涨，我们已经进入了“负利率”的时代。 

3.2. 社会进入老龄化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式。遵照联合国关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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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的划分惯例，中国早在 2000 年就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17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公民已将近 2.4
亿人，占比达到 17.3%；到 2050 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预计将接近 5 亿，占比超 30%，意味着中国“未

富先老”的社会趋势正加速形成。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养老保障

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且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经典的寿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会倾

向于在退休前储蓄部分收入并保留到退休后使用。人们的储蓄意愿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因此，养老问题对我国居民生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养儿防老”是我国居民朴素的心理

传统，绝大多数人都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随着“4-2-1 家庭结构”的潮涌，希望子女养老越来越不现

实。此外，2005 年 5 月，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关于我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一定假

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 年到 2075 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 9.15 万亿

元。刘雯、杭斌(2013)利用微观数据，建立平衡面板模型进行数理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老龄化会促使居民

实施更多的储蓄行为[6]。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制定出一生的

投资理财规划显得越来越重要。 

3.3. 失业风险增加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许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将人工智能投入使用，大

量劳动力将会面临失业的风险。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流动是正常的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企

业破产，工资难以支付的情况。尽管一些企业经营得不错，但老板解雇员工和员工自愿离职的情况并不

少见。收入来源的突然中断是失业最现实、最直接的结果，这样就会让居民的经济生活遭受严重的困境。 

4. 居民投资理财的对策 

4.1. 居民要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私人订制”理财规划方案 

现阶段，城镇居民虽然有一定的理财意识，但自身的理财知识不足，投资理财意识不高。因此，居

民应该在生活实践中加强金融知识的学习，树立科学的投资理财观念。一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理财产

品种类繁多，既有收益，也有风险。即使是最安全、最稳定的银行存款有可能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其次，应逐步改变单一的银行储蓄行为，可以参照哈里·马克维兹(1952)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7]，积极

采用投资组合的方式，以获取最大的收益。第三，在投资理财过程中要注意经验的积累，提高自己的资

产管理能力，避免盲目跟风，这样才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和工具。由于不同居民的收入水平不

同，居民还应该制定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投资理财方案。针对性的定期进行理财投资，还可以在突发财

务问题的时候，有预期的备用资金来调节当下的困难时期，起到很好的过渡作用。 

4.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居民投资理财营造良好环境 

法律在保障居民权益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运行起到严厉的监督作用。政府和

监管部门应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设，引导金融机构良性参与竞争，为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

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居民在走进金融市场的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及时的跟上。在不断制定和完善

金融法律法规过程中，要注重严格执行制度，不断规范市场运作模式，从而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国家相

关政策的出台确保居民的财产安全，以法律的形式增加居民进行理财投资的信心。鼓励居民进行多样化

的理财方式，减少居民的顾虑，让居民可以安心理财，为居民营造良好的投资理财环境。 

4.3. 相关金融机构要及时更新理财产品，培养相关高素质业务人员 

金融机构要加强团队建设，提高团队专业素质。要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养，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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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培训，通过国内外学习、研究、考核等方式，不断提高投资理财人员的专业素养。在后备人才的

选拔和培养方面，可以选取投资理财专业性较强的学校挑选应届毕业生，运用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等方

法引进人才，为其所用。金融机构还要实行积极的营销策略，加大对金融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魏昭、

宋全云指出互联网理财业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居民投资理财的需求[8]。要善于利用互联

网等新媒体来增加宣传力度；邀请专业人士不定期地开展针对性的金融知识讲座，增加居民对投资理财

的了解，增强理财产品可信度。同时，在对产品进行介绍时，也不能忽视了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提示，更

不能刻意欺瞒投资者，淡化风险，影响居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信任度。 

5. 研究结论 

1) 根据项目的研究背景，分析了居民投资理财情况的现状，明确了居民投资理财存在的误区，针对

性地制定应对措施并给出相关意见，减少居民投资理财的盲区、误区，降低居民的投资理财风险，并且

指出了居民投资理财的必要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让居民学会合理地进行投资理财。 
2) 本次项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紧跟了社会经济热点，十三五规划完美收官，我国实现全面小康。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承前启后，通过研究居民在十四五规划前投资理财行为的影响因素，

我们对居民在国家新的发展阶段的投资理财提供帮助和指导。 
3) 通过对数据的比较分析，综合系统地判断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投资理财的关系。我们也希望通

过此次研究成果能让北京市的居民更好地进行理财产品的选择，更清晰地进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同时为

居民们提供一份常见的理财投资误区方案，为居民们更好地选择理财产品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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