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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养老理财市场正蓬勃发展，养老理财的选择和决策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文从金融行为、知识水平、

理财观念、经济收入四个方面论述其对50后至70后中、老年人养老理财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具备金融市

场参与度高、风险喜好者、投资经验丰富金融行为的人更愿意购买收益性和风险性较高的养老理财产品；

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往往具备更完整的金融知识，金融知识对于人们的投资行为，养老理财决策行为等

也有着正相关影响；是否具备科学先进的理财观念影响着人们的金融行为；经济收入较高的人参与金融

市场积极性越高，对风险性资产排斥较低，参与养老理财市场可能性更大。养老投资需求日益旺盛，发

展养老理财服务体系，创新养老理财产品迫在眉睫。目前我国养老理财产品发展虽整体状况良好，但是

仍存在不足的地方，在个性化、差异化产品服务方面仍需改进，要有针对性地推出养老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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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nsion finance market is booming, and the choice and decision of pension finance are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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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influence on the pension finance of the post-50 to 
post-70 middle and elderly people from four aspects: financial behavior, knowledge level, finan-
cial concept and economic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 with high participation in the fi-
nancial market, risk preference and investment experience are more willing to buy pension finan-
cial products with high profitability and risk. People with higher knowledge level tend to have 
more complete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financial knowledg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eople’s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pension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Whether there is a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concep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ffects people’s financial behavior. People with 
higher economic income have higher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lower ex-
clusion of risky assets, and greater possi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nsion financial market. The 
demand for pension investment is booming day by day.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pension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innovate pension financial products.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endowment financial products in China is in a good condition,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personalized and differentiated product service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to introduce tar-
geted endowment finan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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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富先老”使全社会的养老负担加重，但与之相关的养老保障服务体系仍需健全与完善。人口老

龄化为养老理财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契机，养老理财方面的研究将为行业成长提供建设性意见及建议。

由此可见，养老理财方面的研究潜力是较大的。本研究希望通过分析 50 后至 70 后的老年群体的理财需

求、现行金融市场产品供给、受众自身情况(包括经济收入、理财观念、文化水平等)等各方面因素为银行、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提出建议，丰富国内养老理财领域的研究，推动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养老

理财产品向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方向发展，激发老年人群体消费活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及满意

度，提高对养老理财产品的认同度和信任度，助力金融机构深度贯彻国家关于养老事业及养老产业的战

略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第三支柱占比。 
此次调查我们采用了调查问卷法、文献研究法以及定性分析法等方法进行探究。我们小组有目的、

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金融行为、知识水平、理财观念、经济收入对养老理财的影响的一、二手资

料。首先我们实地调查了一小部分 50 后至 70 后中、老年群体关于理财产品的需求有何差异，我们也采

访了其中一位小组成员的具有理财经验的亲戚，了解了她对于养老理财产品的诉求，其次我们在知网、

万方搜集相关资料，并对调查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比较、归纳、总结，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

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进一步认识到金融行为、知识水平、理财观念、经济收入对养老理财

的影响，为日后金融机构推出个性化、差异化养老理财产品提供借鉴性意见建议。 
我们根据 50 后至 70 后群体的金融行为、知识水平、理财观念和经济收入水平四个方面因素进行考

量研究，发现这些因素都会对投资者养老理财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内关于影响居民养老理财因素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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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献颇多，比如芮菁、尹媛媛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居民的调查研究

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苏南苏中地区，影响居民养老理财需求的显著性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

受教育程度、收入、理财知识了解程度、银行实力认知水平和风险偏好，相对于苏北地区，苏南、苏中

地区的人们养老理财更容易受到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苏南、苏中地区的居民学历差距大，在养老理财方

面体现出更为明显的不同，且苏南、苏中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所以经济收入也成为影响养老理财的

又一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居民之间学历差距小，收入差距小，所以居民的

年龄层次显著影响着个人养老理财需求，且呈现倒“U”型[1]。尹诗曼、张鑫、史茜在实证分析中得出

中青年因面临着退休和年老问题，较老年人有更大的理财需求，居民受教育程度、拥有的金融理财知识

和经济收入与养老理财需求呈现正相关关系[2]。彭见琼、吕德宏研究了城镇居民个人理财需求影响因素，

从居民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与外部信息环境、银行信誉实力、居民风险偏好属性、理财产品特性各方面出

发分析居民的理财需求情况，发现居民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对其理财需求影响程度有正向关系[3]。由

此可见影响中、老年人的养老理财需求的因素多种多样，50 后至 70 后人口因其金融知识水平、理财观

念、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异对养老理财产品和服务的选择也有着差异。金融机构需要根据投资者的自身特

点、年龄情况、经济收入水平、理财知识水平、养老需求差异性拓展更多个性化的养老理财产品，满足

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差异性需求，满足不同层次投资者的养老理财需求，以进一步完善养老理财产品

市场，提高中、老年人养老服务质量。 

2. 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要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蓝图社会成为现实绕不开养老金融产业的发展。

老年群体的需求，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养老理财”成为机遇，各大金融服务领域争相推出养老理财产品

抢占市场份额。现行养老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有：金融机构缺乏对养老金融产品、宣传方式、销售群体

的创新；养老金融概念不清晰，第三支柱短板有待加长；第三支柱养老理财产品市场潜力大。 

2.1. 金融机构养老金融产品、宣传方式和销售群体缺乏创新性 

金融机构近年来陆续推出新的养老理财产品，但养老理财市场的比例仍处于低位。因为对市场分析

策略的相同导致不同金融机构的养老理财产品在功能、范围，甚至营销手段上逐渐趋同，缺乏差异化、

创新化。现如今互联网使金融机构的产品宣传方式多拘泥于数字化，这固然是主流做法，但对于接纳新

事物能力较差的老年消费群体而言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宣传方式的错位使得老年人的养老理财消费找不

到正确有效的渠道。人们对“养老金融”消费群体的第一印象是退休的老年人，观念的固化容易使金融

机构错失部分隐形消费群体，养老理财产品具有投资周期长，获益周期长的特点，涉及投资者的部分生

命阶段。随着金融基础知识的普及，养老理财产品的消费意向逐渐年轻化，根据各年龄阶段的消费群体

推出风险与周期适配化的针对性产品，创新发展消费群体的范围。 

2.2. 养老金融概念模糊，第三支柱短板有待加长 

人口预期寿命更长和生育率走低，使得中国的人口金字塔的形状逐渐从塔状向柱状转变。此外由于

养老产业缺乏权威定义，支持对象也不够明确。一方面养老产业的产业链涉及一产、二产、三产，但出

台的文件仅模糊表述为支持养老服务业；另一方面“支持”所涵盖范围仍没有清晰界定。并且，养老金

融的概念，包括其内涵、外延都无准确定义[4]。这造成了养老第三支柱长期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十分缓

慢，占比过低，对养老的支撑明显不足，因此第三支柱的发展迫在眉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

障体系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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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三支柱养老理财产品市场潜力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

的意见》发布，备受关注的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又有新进展。目前来看，我国

“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三支柱仍处于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虽基本实现全覆

盖但总体保障水平有限，且财政投入在持续增加；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覆盖面比较窄，资金

积累规模有限，只能满足小部分群体养老需求[5]；而第三支柱的占比很低。第一支柱的目标在于确保国

民基本养老收入，是养老的基本保障；第二支柱目前主要面对拥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人群，目标是增加

员工养老收入；第三支柱是自主的养老投资，目的在于加强养老保障，增加养老金的储备。第三支柱是

没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人群提高养老保障的最佳方式。因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第三支柱尤为迫切，

金融业也应该发挥经济优势大力发展第三支柱的养老理财产品。 

3. 研究内容 

本文计划从金融行为、知识水平、理财观念和经济收入四个方面入手，挖掘不同金融行为，不同知

识水平，不同理财观念，不同经济收入情况下对 50 后至 70 后群体养老理财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 

3.1. 金融行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我国 50 后至 70 后中、老年群体的金融决策行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国内外关于金融决策行为的研究主要包括投资决策行为、贷款决策行为和规划决策行为。本文主要考量

金融市场参与度、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和投资理财经验三方面，探究金融行为对于人们选择

养老理财产品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参与度受到人们金融知识、风险态度、金融市场波动等方面

的影响[6]，而具有较高的金融市场参与度的人更有可能进行养老理财规划、购买养老理财产品，金融市

场参与度较高的人，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财知识和投资经验，金融行为偏向投资理财型而非储蓄型，

风险喜好者占比较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所以购买高风险高收益的养老理财产品的可能性较大；不同财

富水平，不同金融市场参与度，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占比结构就会有所差异，收入或资产越高，金融

市场参与的可能性、风险和股票资产占比就会比较高，这说明风险资产投资金额较多的人属于风险喜好

型，风险类型决定投资类型[7]，他们会更愿意选择稳健型或激进型理财产品；尹志超、宋全云，吴雨[8]
在研究中利用股票投资经验衡量投资年限，并根据模型变量统计得出投资经验对风险资产配置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人们的投资经验越丰富，购买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就越大，投资到风险资产的比例就

越高，那么对于养老理财产品，他们选择收益较高的产品的意愿就更强。 

3.2. 知识水平 

国内外有多项研究表明金融知识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产，实施养老计划等多方面的重

要性，有些研究把金融知识分为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7]，以下所探讨的金融知识为客观金融知

识水平，即自己实际知道什么。金融知识水平与家庭金融决策密切相关[9]。金融知识包括对金融产品认

知，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利率的计算，风险收益衡量等等，显然较为丰富的金融知识可以降低人们金融

信息搜索成本，金融知识的增加能够提升互联网理财参与度[10]。金融知识水平对人们参与金融投资也具

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金融知识水平越高，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进行金融投资行为的概率就越

大[11]。金融知识对投资型金融比如股票、基金，排斥的影响系数为负[12]，说明具备更高的金融知识水

平，越倾向于投资风险性资产，金融知识的增长能够显著降低投资型金融排斥水平。意大利联合信贷银

行数据显示，金融知识水平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度呈现正相关关系[6]，说明较高的经融知识水平会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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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度，而较高的金融市场参与度的人们更有可能选择收益性风险性较高的养老理财

产品。金融知识影响着人们的风险态度，金融知识与风险容忍度呈现正向关系[6]。由此可见人们自身所

储备的金融知识对于人们养老理财产品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丰富的金融知识可以转变人们的养老理财

行为、养老理财市场参与积极性和风险态度。所以我们需要改善当前 50 后至 70 后中、老年人金融知识

储备不足、水平不高的现状，这是促进养老理财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 

3.3. 理财观念 

随着互联网化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人们的理财观念逐渐转型，理财意识不断提高，理

财观念逐渐由存款获息型转变为投资理财型，且随着网上支付宝、微信零钱通等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参与到低收益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中，这对理财观念的转变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具备科学化

的理财观念的人更有可能进行计划储蓄、参与养老项目从而积聚更多的财富，理财观念影响着人们养老

理财行为，也会影响着人们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影响着人们的金融行为，理财观念较为落后的人选

择投资理财的可能性更小[13]，进而选择购买养老理财产品这种新兴产品的可能性更小。理财观念还包括

对金融机构的认识，也就是说理财观念会影响着金融机构类型的选择，比如银行或者信用社，又或者大

型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对金融机构的认识与信赖程度也对人们的金融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所

以一定要培养人们科学化的养老理财观念，对养老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风险收益、起投金额有着科学

而又清楚的认识对养老理财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3.4. 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个人资产、拥有的家庭财富越高，更加需要丰富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来使资金运转起

来，家庭金融排斥水平越低[12]。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下，家庭收入对家庭是否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是起到

促进作用的，这说明丰富的财富收入使其可控制的财富越多，参与养老理财市场的意愿更强，更愿意选

择风险性理财产品，选择养老理财产品更加多样化，也需要更为完善的金融服务。经济收入水平对于居

民养老理财需求有着显著性差异，并且双方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我们通过一手数据的结果也可推断出在

被调查者经济收入是影响养老理财选择的一大重要因素。往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其知识水平更高，金融

知识水平较高，理财观念更为科学，金融行为更加积极，与经济收入成正向关系。这一类人风险承受能

力强，他们宽裕的财富足以支撑他们的稳健或者激进型的投资行为。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延边地区，其老

年人口收入水平低，金融消费能力较弱，而收入水平低导致老年人手中可用资源低，分配这些资源的结

果就是不分配给金融消费行业[14]。强劲的经济收入是人们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6]，经

济收入高的人选择高收益高风险的养老理财产品意愿更强。金融机构应该根据不同经济收入阶层的人群

设计个性化、差异化、针对性强的养老理财产品。 

4. 养老理财发展建议 

4.1. 政府部门 

社会各界需要强化金融教育，通过论证分析我们知道金融知识对于一个人作出合理的理财决策的重

要性，所以我们需要提高国民金融知识水平，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理

财需求，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引领社会转变传统的养老理财观念，认识到财富积累、养老财富储备的

重要性，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市场发展养老金融行业，对于积极建设养老金融服务行业的机构采

取优惠政策，促进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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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监管机构 

监管部门则要制定相应地养老金融教育准则和规范，一定要加强对养老金融行业的监管、对养老理

财产品的规范化要求，对金融机构的筹融资行为严加管束，完善监管规范和手段，切实保证老年人的权

益受到保护，以减少金融诈骗事件的发。 

4.3.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则要收集不同类型客户的理财诉求，重视养老理财产品的创新化、个性化、差异化发展，

提高中、老年客户对养老理财产品的认同度和信任度，同时可以多多组织金融专业人士宣传理财知识，

在养老社区、养老院等地科普金融知识，让更多的老年群体进一步了解养老理财产品的风险收益、期限

结构、资产配置等情况；同时完善对中、老年人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让他们真真正正感受到养老理财

产品的优点，另外在互联网理财方面适当简化互联网理财的操作步骤，完善老年版手机银行功能，提高

便利性。 

4.4. 投资者 

中、老年人本身在参与养老金融市场时，切忌抱有侥幸心理，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中、老年

人在选择养老理财产品时，要先了解清楚产品的特点、期限、风险收益等情况再做定夺；其次我们参与

金融市场需要提前学习相关理财知识，多多了解报纸杂志、手机网络软件、电视上面讲解的金融知识，

有利于我们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要提高对金融产品的警惕性，不论是购买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等产品，

还是低风险低收益的债券等产品，我们都需要保持对投资的警惕性，咨询专业的金融行业人员，寻找正

规金融机构，以防上当受骗。 

5. 结语 

我国养老理财产品市场目前正蓬勃发展，但是缺乏个性化、差异化、解决方案式的理财产品，缺乏

围绕不同客户群体，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本文围绕 50 后至 70 后中、老年人金融行为、知识水平、理

财观念、经济收入差异对养老理财影响主题展开研究，从四个方面探究金融行为、知识水平、理财观念

和经济收入是如何影响着中、老年人的理财需求，而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为金融机构产品创新、

养老理财体系完善、有效普及金融知识，宣传养老理财产品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的研究也直接表明了

受教育程度、良好的金融知识素养、经济收入等因素都对中、老年人养老理财决策产生重要影响，50 后

至 70 后中、老年人在养老金融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金融机构、政府以及国家社会都需要围绕

客户自身特点、风险偏好、收入情况、理财观念等推出个性化、差异化养老理财产品，更好地满足不同

客户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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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女子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老年人养老理财金融行为、知识水平、理财观念和经济收

入对产品需求差异研究及应对措施——基于 50~7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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