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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在借鉴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山东省潍坊市农村地区的家庭为主要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和访谈，后进行筛选整理，共得到120份有效数据，通过IBM SPSS对120份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

分析，并利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农村家庭理财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学

历和年净收入对农村家庭能否主动购买理财产品具有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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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study conduct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of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main 
survey objects. After screening and sorting, 120 valid data were obtained, and they were analyzed 
by IBM SPSS. 120 samples of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he stepwise regres-
sion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family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aca-
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annual net incom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hether rural households 
can actively purchase financi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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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2020 年我们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取得了令世界刮目

相看的重大胜利，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也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和大力引导下，绿色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农业正在如火如荼

的发展，农村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建设下，乡村面貌早已焕然一新，但是农村家庭的理财观念、对于闲

置资金的管理方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脱贫攻坚改变了农民的衣食住行，而乡村振兴在延续脱贫攻

坚成就的基础上，想要转变的是农民眼中的点点星光，星光中蕴含的是农民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所以

在看到农村外在变化的基础上，也应关注农民的内在转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9%，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为 3.5%，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约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两倍。但长

期以来，农村金融理财市场发展缓慢，各类金融理财机构都将城市作为发展重点，导致农村金融理财环

境恶化，农民金融理财渠道单一，理财知识缺乏。现如今，随着金融业的不断普及和互联网的深入发展，

支付宝余额宝、微信零钱通等灵活性强、收益稳健的理财产品已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收益看得见的

情况下，农村家庭在金融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对金融行业以及理财产品的态度是否发生好转？基于

此，在当前理财环境下，研究农村家庭的理财意愿以及影响因素，找到影响农民理财的关键因素，对农

民走出当前的理财困境、提高农民的理财能力、实现收入的增值保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金融理财的方

式惠及更多的农村家庭，推动新农村的建设，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2. 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家庭理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在家庭理财需求方面，李昕玥(2021)通过研究家庭理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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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产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现，近年来，中资银行的存款利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纯银行储蓄面临贬值的

风险，居民对家庭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在增长，家庭资产的种类变得越来越丰富[1]。 

在居民进行家庭理财的影响因素方面，王倩若(2021)通过构造金融素养指标发现，我国居民家庭金融

素养水平差距极大，不同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极为悬殊；金额素养指数平均值仅有 46.4984，说明我国居

民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2]。而金融知识却又是影响家庭理财的重要因素，朱锐、常运红、周静

(2020)通过系统的实证检验发现，家庭理财规划对于家庭金融资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学专业学习，

家庭理财规划，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对于家庭房产总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经济学专业学习、金

融学专业学习、家庭理财规划以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对于家庭其他资产和家庭总资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罗瑶(2020)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成员最高学历，家庭对理财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居民对理财产品

的满意程度对家庭理财收入的影响较大。这其中家庭对理财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居民对理财产品的满意程

度，既跟家庭自身有关，也跟金融机构提供的理财服务有关[4]。 
因此，家庭理财需求的增长与自身金融知识匮乏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居民理财的主要矛盾，并由此

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如王丹阳(2020)指出城镇居民家庭投资理财存在金融资产结构过多集中于储蓄、金融

市场制度有待完善和城镇居民理财观念不科学三大问题[5]。于是，居民一方面想要通过理财来达到资产

保值增值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因为金融知识的缺乏和金融市场制度的不完善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解

决在家庭理财中出现的问题，朱骅(2020)在研究中提出了居民家庭理财投资风险管理与防范对策。首先，

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对金融市场乱象进行严查严打，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其次，继

续普及家庭金融理财投资教育，培育公众形成正确认识和风险识别。最后，根据市场发展和动态，借助

信息技术的深入普及，引入“人工智能”和“智能投顾”等现代风险识别手段，让家庭金融投资理财不

再困难[6]。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家庭理财的研究已经具备一个相对完整的脉络，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农村

地区家庭理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针对农村理财市场方面，周晴(2018)指出农村理财市场缺乏专业的理财服务人员，基础设施不完善[7]。

张飘、王璐(2015)发现农民理财意识薄弱，缺乏相对应的理财理念和技能，农村金融理财的互联网络、电

脑设备等基础设施落后，金融理财市场的总体风险性较大，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较弱[8]。针对农村理财

产品风险方面，任萧燕(2017)关于农村理财产品发展模式的研究，指出农村理财产品目标群体定位模糊，

投资门槛设置高，结构偏向单一，产品同质性明显，适合农村家庭投资理财的金融产品和渠道严重缺乏[9]。 
因此，是否农村地区的理财现状也符合上述研究?在近两年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就、乡村振兴步步推

进的情况下，农民对家庭理财、金融产品的观念是否已经发生转变？已有的影响农村家庭理财的因素是

否还能经受住实证分析与检验？基于此，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人口大省山东省典

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农村家庭理财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深入研究农村家庭理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

题寻找对策，希望能以此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从农村内部、农民自身的转变推动乡村振兴。 

3. 农村居民理财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1. 问卷设计及调查 

据中新社报道，2020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131 元人民币，全年实际增长 3.8%，

增速连续 11 年跑赢城镇居民。山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山东

耕地率属全国最高省份，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增加值长期稳居中国各省第一位。因此，选用山东地

区作为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样本数据更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在 2020 年 7 月开始样本调查

工作，对山东省潍坊市的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剔除了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21


毕晓莹 

 

 

DOI: 10.12677/ass.2021.104121 902 社会科学前沿 
 

不合理样本，最后共保留有效问卷 120 份，并对此展开研究。 

3.2. 居民理财调查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支付方式也从以往的以现金支付为主转变为现在的以现金支付为主，

那么农村地区是否也发生了这种变化，通过此次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农村地区现如今超过 80%的人选择

使用移动支付，可见移动支付已成为大众首选的支付方式。在阅读其他学者的相关文献时，发现居民自

身对理财人员或者金融机构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家庭理财行为，因此，在此次调研中也针

对此问题展开了调查，如图 1，调研发现，村民对当地金融机构或理财人员的态度以半信半疑为主，在

被调查对象中仅有不到 20 人选择相信当地的金融机构和理财人员。这说明当地金融机构的宣传以及理财

人员的形象并没有得到当地村民的认可，其经营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导致当地村民对于市场上

理财产品了解的程度中不了解出现高达 82%，非常了解仅占 4%的情况，如图 2。 
 

 
Figure 1. Attitudes towards loc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financial 
managers 
图 1. 对当地金融机构或理财人员的态度 

 

 
Figure 2.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in the market (except bank deposits) 
图 2. 对市场上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除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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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是理财的第一步，既可以了解家庭的收支情况，分析支出和收入的变化规律，也可以为家庭未

来的收支做规划，但在在调查中发现只有 47.5%的村民平时会有记账的习惯，一半以上的人口没有记账

的习惯，甚至部分村民都不知道自己银行储蓄的收益率，这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理财收益的看法，从而

放大某些理财产品的风险。当地村民对投资理财收益风险的态度如图 3 所示，发现只有 1.67%的人喜好

风险，认为高风险能带来高收益，5%的人可承担较大风险，追求高额回报，35.83%的人厌恶风险，57.5%
的人可承担较小风险。故而在过去一年，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低于 10%，只有

极少数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占总收入的比例高于 20%，如图 4 所示。由此可知，农村居民普遍都是

风险保守的投资者，故而家庭理财的结构以银行储蓄为主，甚至有一些年龄较高的老年人喜欢把现金放

在自己家中保管，因此，农村家庭通过理财来实现财务自由还存在很长的一段距离。 
 

 
Figure 3. Attitudes to the risk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come 
图 3. 投资理财收益风险的态度 

 

 
Figure 4.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s purchasing wealth manage-
ment products in total income in 2020 
图 4. 2020 年家庭购买理财产品资金占总收入的比例 

3.3. 居民理财因素分析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对影响农村家庭理财的因素进行筛选，从基本特征(性
别、年龄、学历)、经济特征(负债、年总收入、年净收入、劳动人口数量)和外部环境(身边有无与理财相

关人员、到达当地金融机构的时间)三个方面分别选取了 9 个变量，运用 IBM SP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1 所示，在被调查者中，男女比例基本相等。初中/中专学历的人数较多，占比 45%，小学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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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历较少，仅占 11.7%，此外，高中/大专占比 22.5%，大学及以上占比 20.8%，这说明农村地区也存

在学历较高的人员，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身到乡村振兴中去。身边有无正在理财

或经常讨论理财问题的乡亲和亲朋好友的人员比例旗鼓相当，各占 50%，这个数据说明尽管是在农村地

区，理财观念也在逐渐普及。对于家庭的负债情况，57.5%的家庭有负债，42.5%的家庭无负债，有负债

的家庭数量略高于无负债的家庭。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1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 

特征变量 类别 百分比 

性别 
男 48.3 

女 51.7 

学历 

小学及以下 11.7 

初中/中专 45.0 

高中/大专 22.5 

大学及以上 20.8 

身边有无与理财相关人员 
有 50.0 

无 50.0 

目前有无负债 
有 57.5 

无 42.5 

 
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来看，见表 2，样本的平均年龄在 37 岁左右，为中等右偏扁平分布，数据较为

分散，说明年龄层的分布较广，从 18 岁到 60 岁均有涉及。家庭有劳动收入的人口为中等偏态尖峰分布，

数据较为集中，说明当下家庭有劳动收入的人数约为 2 人。到达金融机构的时间高度右偏尖峰分布，说

明样本中存在极大值，即有的家庭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距离很远。2020 年家庭总收入为高度尖峰分布，如

图 5 所示，净收入为高度右偏尖峰分布，如图 6 所示，综合两图的情况，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存在贫

富两极分化的现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2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2 

类别 平均数 中位数 众数 偏度 峰度 

年龄 37.30 37.00 35.00 0.052 −0.928 

劳动收入人口 2.42 2.00 2.00 0.811 0.745 

到达金融机构时间 268.19 10.00 5.00 6.610 36.566 

年总收入 89,945.83 69,000.00 100,000 1.310 1.347 

年净收入 22,083.33 10,000.00 0 1.946 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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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otal revenue in 2020 
图 5. 2020 年总收入 

 

 
Figure 6. Net income in 2020 
图 6. 2020 年净收入 

4. 居民理财因素回归分析 

此次分析所考查的因变量为除去银行储蓄，是否主动购买过理财产品，主动购买过赋值为 1，未主

动购买过赋值为 2，自变量为上文进行过描述性统计的基本特征(性别 x1、年龄 x2、学历 x3)、经济特征(负
债 x4、年总收入 x5、年净收入 x6、劳动人口数量 x7)和外部环境(身边有无与理财相关人员 x8、到达当

地金融机构的时间 x9)。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y = β0 + β1x1 + β2x2 + … 
+ βnxn。为了保证变量之间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防止变量之间由于出现多重共线性而难以估计的情况，采

用 SPSS 对其进行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多个维度特征根接近 0，且存在条件指数大于 10
说明存在多重共线性，故采用逐步回归法，避免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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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llinearity test results 
表 3. 共线性检验结果 

维 1 2 3 4 5 6 7 8 9 10 

特征值 7.668 0.980 0.732 0.202 0.150 0.125 0.094 0.069 0.068 0.011 

条件指标 1.000 2.778 3.215 6.114 7.096 7.772 8.981 10.443 10.585 26.836 

 
经过逐步回归，可以发现输入的变量有基本特征中的学历和经济特征中的净收入，其余变量均被剔

除。根据表 4 模型摘要，可以发现模型 2 的负相关系数、决定系数以及校正决定系数均大于模型 1，而

随机误差的估计值小于模型 1，故根据比较模型 2 的效果好于模型 1。表 5 方差分析模型 1 的显著性为

0.005 小于 0.05，模型 2 的显著性为 0.002 小于 0.05，由此即可判断存在至少一个自变量对主动购买理财

产品有显著影响。 
 

Table 4. Model summary 
表 4.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的 R 方 标准估值的错误 

1 0.252 0.064 0.056 0.482 

2 0.315 0.100 0.084 0.475 

 
Table 5. Analysis of variance 
表 5. 方差分析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1.867 1 1.867 8.022 0.005b 

残差 27.458 118 0.233   

总计 29.325 119    

2 

回归 2.918 2 1.459 6.464 0.002c 

残差 26.407 117 0.226   

总计 29.325 119    

 
表 6 给出了对偏回归系数和标准偏回归系数的检验，由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年净收入对主动购买理

财产品的影响大于学历对主动购买理财产品的影响。由逐步回归的结果可知，最后得到的模型为：y = 
1.241 + 3.501E−6x1 + 0.102x2。 

此外，未进入模型的 7 个自变量，年龄的 p 值为 0.911，性别的 p 值为 0.872，劳动收入人数 p 值为

0.298，身边有无与理财相关的人员p值为0.079，到达当地金融机构的时间p值为0.940，负债p值为0.663，
总收入 p 值为 0.588，均不满足进入标准(p ≤ 0.05)，因此被排除。 

 
Table 6.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able 
表 6. 回归系数表 

模型 2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常量) 1.241 0.123  10.051 0.000   

年净收入 3.501E−6 0.000 0.205 2.267 0.025 0.941 1.062 

学历 0.102 0.047 0.195 2.158 0.033 0.941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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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及建议 

1) 研究结论 
经过本次调研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农村地区的居民理财观念与城镇地区的居民理财观念存

在一定的差异，比如虽然两个地区对于闲置资金的处置都以银行储蓄为主，但是农村地区普遍不关注银

行存款的收益率，对银行利率的认识停留在定期高于活期，长期高于远期的层面上。其次，农村地区对

于家庭理财、金融产品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已从之前的厌恶慢慢向着接纳转变，比如支付方式的转变，

以及余额宝、零钱通的使用等。最后，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影响农村家庭理财的主要因素有年净收入和

学历，当农村居民手中的闲置资金数量增加，他们主动购买理财产品的意愿会有升高的趋势；农村居民

的学历越高，其购买理财产品的意愿越高。此外年龄、性别、距离以及身边有无相关的理财人员等因素

对农村居民的理财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2) 建议 
首先，国家做好宏观调控，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十四五规划强化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大力

发展普惠金融，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假设，减轻农民在教育方面的负担，增加农民的年净收入，为农村居

民构建良好的理财环境。其次，金融机构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农村地区增加服务网点，扩大农村地区金

融的服务覆盖面，为居民创造更多了解金融产品和理财知识的途径和渠道。再次，机构人员应当提高自

身的金融素养，更加注重自身的形象管理和服务态度，用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态度主动为农村居民讲解

理财知识。最后，农村家庭自身在注重子女教育的同时，也应当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结构，可以通过互

联网等方式主动了解理财知识，既可以防范金融诈骗，也能让资产保值增值。在理财的过程中，要合理

分配闲置资金，充分考虑自己家庭的资产结构及消费方式，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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