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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人们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投资理财的认知和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据调查，我国城

镇人口的理财方式一般都是偏重投资型，那么针对目前数量庞大的农村居民群体，他们的理财方式又是

怎么样的呢？通过对贵州省农村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和人物访谈，探究农村金融市场及农村居民家庭理财

现状，从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加强农村居民理财意识等视角，提出营造理财氛围，培养农民理财知识，

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力度，鼓励农民个人与农村金融机构相互配合，通过发展理财代理人、创新投资

信息传递渠道等促进农村居民合理管理家庭闲置资金的对策及建议，使农村居民家庭资产能得到合理运

用，从而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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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people’s incom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the public’s cogni-
tion and concept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are also changing.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methods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in my country are generally 
investment-oriented, so what is their financial management method for the large number of rural 
resi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in some rural areas of Bijie 
City, Guizhou Province, we explored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roving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strengthening rural 
resid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awareness, we proposed to create a financial management at-
mosphere and cultivate farmers’ financial management knowledge,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encourage individual farmers to cooperate with rural financial institu-
tions,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management of idle funds for rural residents through the devel-
opment of financial agents, innovative investmen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o that rural residents’ family assets can be obtained, using it 
rationall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and increasing value and help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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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高城乡均等化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实现“全民富裕”是目标也是动力。报告提出要加快补

齐农村民生短板，努力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建设美丽乡村，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

村群众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近几年，理财观念和意识在农村居民中不断提升，农村居民

的理财热情亦日渐高涨，农村家庭财富管理和农村理财市场也在较快发展，如何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同时，使农村居民能够理性参与投资，科学管理家庭财富，防范投资风险是当下政府、市场及农村居民

共同的任务与期许。 

2. 研究综述 

家庭理财就是管理家庭的财富，进而提高财富效能的经济活动。笔者通过阅读梳理国内部分专家学

者的文献，总结我国理财业务的发展历史，以此来探究我国农村家庭投资理财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2.1. 理财溯源 

瑞士是世界上个人理财业务的发源地，该国金融机构提供的理财业务享名海外。英国、美国等发

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个人理财服务市场和丰富的金融产品，犹太民族是财商教育最完整、财富管理意

识最强烈的民族。我国的家庭理财市场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21 世纪初我国的金融机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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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尝试为居民提供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和个人理财外汇服务。从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个人理财业务发展整合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规范期和发展期，我国的个人理财业务从最

初的咨询建议到业务主体供给方的不断增加，无一不体现我国理财市场的活力以及国内客户理财热情

的暴涨[1]。 

2.2. 理财现状 

进行家庭理财的前提条件之一需要评估整个家庭的风险承担能力，农村投资跟风现象严重，农民的

风控能力不强[2]；农村投资主体的金融素养较低，专业能力分析能力较弱，大部分农民具有理财意识，

但是相关专业知识依旧欠缺[3]；多数农民的理财行为表现较为急功近利，对风险与收益的正向关系理解

模糊[4]；根据 2018 年家庭投资理财趋势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理财产品投资意愿势头上涨较猛，90 后投

资热情高，但是风险管理意识不强。另外，调查还发现，从区域上看，华中地区投资意愿较 2017 年相比

变化较大，同时在楼市投资上，西南、华东地区的受访者有更明显的意愿；与此同时，在男性与女性的

对比中，女士们的投资意愿高于男士们，但从投资偏好上看，男士们更为激进，女士们更稳健；值得注

意的是，农村投资意愿高于城市，在所有投资标的中，农村均表现出强于城市的投资意愿[5]。虽然农村

投资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仍存在资金运用能力弱、产品设计风险警示不

够以及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6]。 

2.3. 理财对策 

经过对我国理财业务供给与需求双方的研究，学者们提出诸多理财遵循的基本原则，如长期投资、

分散投资等原则。针对理财需求者来说，学者们结合防范通货膨胀风险，提出的有风险收益平衡原则、

“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协调原则、量入为出原则等[7]。对于理财的供给方即针对银行等提供个

人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我国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设计提出适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是金融交易中修

正买者自负原则与平衡交易双方关系的手段，显示的是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优势，但在我国理财市场

还处于初期阶段，需要加快理财产品供给侧改革，增加个性化产品供给[8]。因此，在制定家庭理财规

划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选择不同的投资策略[9]；互联网金融的大环境对我国商业银行传

统个人业务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短期的影响有限，但长期的影响是全面且持续的。因此，商业银

行要根据个人理财模式的转变而不断调整应对市场变化的策略，给广大理财客户营造安全便利理性的

理财市场[10]。 
综上所述，我国理财业务的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理财研究的成果与理财市场实际结

合不够紧密。但是，不管是针对理财需求者还是提供者，专家学者对我国个人/家庭理财市场发展和前景

充满信心，提出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不断设计创新理财产品，满足不同家庭理财需求，本研究基于此目

标展开。 

3. 家庭投资理财现状实证研究 

3.1. 问卷设计及调查过程 

在研究前期，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家庭理财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课题调查问卷，调查的

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及家庭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家

庭人口规模；二是家庭的理财现状，如银行存款选择的储蓄期限、有无负债、接触过的理财方式、购买

理财产品的比例等；三是个人的理财认知情况，如支付方式的选择、对市面上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对

客户服务代理以及投资理财风险的态度。结合以上内容设计 24 道问卷题目，其中问卷的信息包含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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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基本信息、家庭状况、理财观念及投资理财状况等。选择贵州省农村地区展开调查，由于疫情原因，

我们也采用问卷星网络调查方式，发放问卷 18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55 份。 

3.2. 调查结果分析 

3.2.1.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情况 
调查问卷将年龄设计为数值型数据，通过 SPSS 软件得到年龄数据的平均值 38.38，中位数 38，众数

33，偏度 0.267，峰度−0.496，可见被调查者的年龄总体上呈右偏扁平分布，并且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

者为 80、90 后。除此之外，被调查者中男性占 49.7%，女性占 50.3%；从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来看，小

学及以下学历的人占 21.3%，初中/中专学历的人占 40.6%，高中/大专学历的人占 18.1%，大学(本科、专

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 20.0%；从被调查者从事的行业来看，在金融业从事的占 8.4%，在非金融业从事的

占 54.8%，无职业的占 36.8%。结合被调查者的所有信息情况可知，接受本次问卷调查的群体性别分布较

为均匀，学历相对较低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在金融业工作的人较少，大部分人都是在家务农或是在外

务工亦或是个体经营户。总结来看，被调查者平时接触投资理财等金融信息的机会少，理财专业知识和

实践能力缺乏。 

3.2.2. 被调查者缺乏理财知识，金融素养过低 
调查结果显示，“对市面上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选择不了解的占 79.4% (123 人)，选择比较了解

的占 16.8% (26 人)，选择了解的占 3.9% (6 人)，见图 1；针对“对当地金融机构或客户代理的态度”，

被调查者有 44.5% (69 人)选择不相信，有 41.9% (65 人)选择半信半疑，有 13.5% (21 人)选择相信，见图

2。可见，接受调查的大部分农民对理财的了解知之甚少，并且对于金融机构等代理人缺乏足够信任。针

对“近期接触过的理财方式”，选择银行储蓄的高达 86.5% (134 人)，选择基金的仅有 18.7% (29 人)，股

票、债券类只有 5.2% (8 人)，由此可看出，被调查者的理财观念依旧比较传统，他们没有足够的金融知

识去涉及如基金、股票等产品的领域；对于“对投资理财风险的认识”，选择厌恶风险，希望保本，获

得较低的稳定回报的占 34.2% (53 人)，选择可承担较小风险，投资回报适中的占 57.4% (89 人)，选择可

承担较大风险追求高额回报的占 8.4% (13 人)。在调查的过程中，被调查者对收益与风险关系的认识呈现

两级趋势，有的人十分相信市场上的套利机会，他们表示自己曾经遇到过很多收益很大风险低的理财产

品，而有的被调查者认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是收益很低的产品，只要涉及到投资都是具

有极大风险的骗局。 
 

 
Figure 1. Survey results of rural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图 1. 农村居民对理财产品了解程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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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rvey results of rural residents’ trust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agents 
图 2. 农村居民对金融机构或客户代理的信任程度调查结果 

3.2.3. 农民生活负担沉重，可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较少 
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家庭目前的负债情况”被调查者中有 71% (110 人)选择有负债，29% (45 人)

家庭无负债；针对“家庭人口规模”，人口在 3 人及以下的占 19.4% (30 人)，人口在 4~6 人的占 72.3% (112
人)，人口在 7 人及以上的占 8.4% (13 人)；针对“家庭的消费支出类型”，除家庭衣食消费外，有 88 位

被调查者(56.8%)需要赡养父母，负责子女教育的有 107 人(69%)。可见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家庭正处于

花销过重的时期，此刻家庭的收入只能维持家人的一般开销，甚至于借外债贴补生活，因此没有富裕资

金参与投资。 

3.2.4. 家庭投资比例与家庭年剩余资金相关性研究 
下图描述的是调查样本中不同投资比例下的家庭年结余情况，见图 3。从数据可以直观的看出家庭

年剩余资金随着投资比例的上升而呈现增加的趋势。 
 

 
Figure 3. Survey results of household annual balances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ratios 
图 3. 不同投资比例的家庭年结余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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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做出假设 H0，投资比例的差异不会影响家庭年总剩余资金。经方差检验，得到显著性为 P = 0.000 
< 0.05 的结果。样本数据表明，投资比例差异对家庭年总剩余资金有显著性影响，见表 1。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annual balance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investment proportions 
表 1. 不同投资比例家庭年结余的方差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20,121,259,483.142 3 6,707,086,494.381 11.282 0.000 

组内 
89,766,051,871.697 151 594,477,164.713   

总计 
109,887,311,354.839 154    

 

通过基于平均值的方差齐次性检验，得到显著性为 P = 0.013 < 0.05，因此假定方差相等不满足，故

采用邓尼特多重比较 1，发现投资比例为 0 的受访者与投资比例为 10.1%~20%之间的家庭平均年结余 P = 
0.003 < 0.05，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2。 
 
Table 2. Dunnett multiple comparisons 
表 2. 邓尼特多重比较 

家庭投资比例 平均值差值 均方 标准错误 显著性 

0% 0.1%~10% −8722.451 6,707,086,494.381 4050.273 0.183 

 10.1%~20% −27,266.944 594,477,164.713 6980.755 0.003 

 20%及以上 −50,669.118 19,427.525 19,427.525 0.263 

3.2.5. 家庭投资比例与投资信息来源相关性研究 
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有 82 人参与了不同种类的理财投资。被调查者中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推介活动或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各有 28 人，投资比例在 0.1%~10%的人数占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推介

活动接触到理财总人数的 67.9% (19 人)，可见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以及金融机构的网点延伸，现在我国

各大村镇都进驻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分支，农民接触到理财信息的渠道也相应变多。调查显示投资比例在

0.1%~10.1%的占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总人数的 78.6% (22 人)，见表 3，一方面反映出农民理财热情的提升，

另一方面也表示目前农民本身的金融素养比较低，他们具有比较严重的跟风从众现象，有时候容易被高

回报所诱惑，通过熟人进行理财其中也有着很大的潜在风险。 
 
Table 3. Interactive analysis of investment proportion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source 
表 3. 投资比例与投资信息来源交互分析 

与投资信息来源 0.1%~10% 10.1%及以上 总计 

营业网点的宣讲活动 19 9 28 

客户经理推荐 8 9 17 

媒体宣传与广告 7 2 9 

亲朋好友介绍 22 6 28 

总计 56 26 82 

 

 

1邓尼特(Dunnett)多重比较法在方差分析中用于为每个因子水平的均值与控制组均值之间的差异创建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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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投资理财影响因素分析 

4.1. 教育程度 

令 H0为个人的教育程度不会影响家庭的投资比例，经卡方检验得到 P = 0.012 < 0.05，χ2值为 16.291。
结果表明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与家庭投资比例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从样本数据结果也可看出小学及以下学

历没有进行投资的人占 63.6% (21 人)，投资比例在 0.1%~10%的占 24.2% (8 人)；初中/中专学历的人中没有

进行投资的占 46% (29 人)，投资比例在 0.1%~10%的占 42.9% (27 人)，见表 4。结合表中其他学历农民的投

资情况可看出，在农村地区，被调查者的学历越低，那么他们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学历相对高一些

的人，他们接触的理财方式不仅多，而且投资的比例也会相应扩大，这是因为教育程度对农民的投资理财选

择有者比较重要的影响，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他们能有更多维度的思考能力与理财的专业能力。 
 
Table 4. Chi-square test analysis of education level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ratio 
表 4. 教育程度与家庭投资比例的卡方检验分析 

与家庭投资比例 0% 0.1%~10% 10.1%及以上 总计 

小学及以下 计数 
占比(%) 

21 
63.6 

8 
24.2 

4 
12.1 

33 
100 

初中/中专 计数 
占比(%) 

29 
46.0 

27 
42.9 

7 
11.1 

63 
100 

高中/大专 计数 
占比(%) 

9 
32.1 

14 
50.0 

5 
17.9 

28 
100 

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 计数 
占比(%) 

9 
29.0 

11 
35.5 

11 
35.5 

28 
100 

总计 计数 68 60 27 155 

4.2. 从业行业 

通过卡方检验，判断被调查者从业行业与家庭投资比例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卡方检验的结果 P 值

为 0.029 < 0.05，χ2 值为 10.753，从业行业对家庭投资比例有显著性差异。首先参与调查的农民中只有极

少数是在金融行业工作，并且通过进一步访谈得知，不管是初入金融行业的年轻群体，还是经验丰富的

老员工，他们都会或多或少购买所处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而非金融业与无职业的被调查者，他们中的

大部分人的家庭投资比例都为 0%或者在 10%以内，见表 5，可见处于一种相对保守的状态。因此，工作

性质是会影响一个人对市场上理财产品的主观判断，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他们比其他行业的人拥有更多

的理财知识与专业能力，一方面贴近他们的工作，一方面可以实现他们的财富增值。而非金融行业的人

并且又是农民，在进行投资理财的过程中，由于理财能力不专业，他们不仅会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还

会受到家庭的影响，即使是有对理财游刃有余的人，在农村地区也是占极少数。因此在不是很清楚理财

市场情况的时候，从个人立场出发多数农民是不太轻易进行投资的。 

4.3. 理财氛围 

从卡方检验的结果可知，P 值为 0.005 小于 0.05，χ2 值为 10.470，周围如果有在进行理财或经常讨论

理财的亲朋好友与家庭投资比例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结果显示选择身边有在讨论理财问题的亲朋

好友的人中，家庭投资比例为 0 的占 32.1% (26 人)，投资比例为 0.1%~10%的占 49.4% (20 人)；身边没

有亲朋好友讨论投资理财的人中，家庭投资比例为 0的占 56.8% (42人)，投资比例为 0.1%~10%的占 27%，

见表 6。可见周围理财气氛浓厚的人选择投资理财的意愿会更强烈，特别是在农村这样一个集居地，理

财辐射面相对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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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hi-square test analysis of the ratio of investment in industry and household 
表 5. 从业行业与家庭投资比例的卡方检验分析 

与家庭投资比例 0% 0.1%~10% 10.1%及以上 总计 

金融业 计数 
占比(%) 

3 
23.1 

4 
30.8 

6 
46.2 

13 
100 

非金融业 计数 
占比(%) 

37 
43.5 

32 
37.6 

16 
18.8 

85 
100 

无职业 计数 
占比(%) 

28 
49.1 

24 
42.1 

5 
8.8 

57 
100 

总计 计数 68 60 27 155 

 
Table 6. Chi-square test analysis of the ratio of family investment with help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表 6. 有亲友帮助与家庭投资比例 

与家庭投资比例 0% 0.1%~10% 10.1%及以上 总计 

有 计数 
占比(%) 

26 
32.1 

40 
49.4 

15 
18.5 

81 
100 

没有 计数 
占比(%) 

42 
56.8 

20 
27.0 

12 
16.2 

74 
100 

总计 计数 68 60 27 155 

5. 家庭投资理财政策建议 

5.1. 提升农民理财意识，树立正确理财观念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主动将社会责任与企业责任联系起来，针对农民这一特殊群体，除了日常宣

传理财业务外，可以不定期去到各村镇提供免费培训家庭理财知识宣讲会，为农民解答投资理财中遇到

的问题、设计家庭理财的方法。对于农民而言，一是要自觉评估自己的理财能力，杜绝盲目跟众投资，

要根据家庭情况来判断是否可以进行投资；二是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学会开源节

流。平时应该多多关注财经新闻，适当了解金融机构提供的不同的理财产品，结合家庭情况配置不同风

险的理财产品。 

5.2. 强化风险监管，防范投资陷阱 

一是国家要根据理财市场出现的各类风险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制政策，加大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力度，

为农民打造安全安心的理财环境；二是要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加大理财风险宣传，提醒农民要有清

晰的风险意识，避免陷入投资陷阱；三是与各村镇金融机构相配合，支持鼓励引导村镇金融机构从广大

农民的角度出发，在风险最低条件下设计收益最大化的农民理财产品，创新产品种类，减少产品同质化

现象。 

5.3. 拓展理财宣传渠道，发挥农村熟人社会优势 

一是乡镇信用社要积极为农民宣传金融理财理念，鼓励农村居民参与投资，同时做好风险管理。通

过调查显示，参与过投资理财的人，他们中有很多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才接触到投资信息的，因此农民更

愿意与熟人一起进行投资；二是金融机构可以在农民中发展兼职理财代理人，定期向村民传递金融机构

的理财情况，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提供理财实操技能的训练、扩大金融机构理财信息传递渠道，一方面也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1.112007


袁丽欣，汪连新 
 

 

DOI: 10.12677/fin.2021.112007 66 金融 
 

能延伸企业的客户网络，增加业务收入。 
总之，理财规划在家庭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的阶段都有着基本规律和原则

严格的讲究与原则，需要国家、社会与农村家庭共同配合推动。尤其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能够通过科学

合理的理财规划实现家庭财富管理，为家人营造良好生活环境，同时也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另一方面来看利用“十四五”规划实施乡村战略的机遇，加快农村金融理财市场发展，补齐农村理财

技能和基础知识缺乏的短板，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发展开辟新型市场。因此，家庭理财的作用不容小觑，

科学系统的家庭理财能帮助农村居民将有限的劳动收入变为可持续性的投资收入，实现整个家庭的财富

升值，提升家人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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