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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连续 30 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在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亦创
造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财富爆炸的大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在惠及广大普通中国人的同时，亦
在重新塑造着不同层次的财富阶层。

经济发展惠及广泛，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 元，比 2012 年增长 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5.4%，年均实际增长 7.8%，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同期人均 GDP 年均增速。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195 元，比 2012 年增长 2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1.8%，年均实际增长 6.8%。

同时，中国中产阶级及富裕人士迅速成长。根据瑞信研究院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发布
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家庭财富总值增至 22.8 万亿美元，中国的财富总值现仅次于美国，
全球排名第二。自 2000 年以来，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增长 330% 至 2015 年的 7.3 万
亿美元，占全国财富的 32%。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全球最多，达 1.09 亿名，超越美国 9,200
万名的中产阶级。

中国超高净值人士数量亦全球第二。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估计，全球有 123,800 名
个人资产净值超过 5,000 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美国继续占全球超高净值总人数的最大比
重，中国则排行第二，2015 年录得超高净值人士的最高百分比增幅 23.9%。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基本稳定，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稳定增长的整体
趋势下，中国中产阶层有望持续成长为社会主流阶层。但同时，不同人的财富成长速度将进
一步分化。尤其在当下财富积累的关键代际，能否成功把握中国快速发展期的个人财富成长
机会将不仅仅影响个人的财务状况，更有可能影响未来几代人的财富命运。那么，在中国经
济增速整体放缓，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我们相信，主流阶层的财富成长趋势及特点比超
级富豪的财富传奇更具参考价值。FT 研究院联合人人贷 WE 理财，对全国主要城市的 486
位家庭年收入在 1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士进行调查研究，为您揭示我们身边的财富成长型
人士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金融投资又有何特点。

以下为此次研究中的五大主要发现：
1. 收入增长预期，普遍性与地域差异并存：财富成长在城市白领阶层中是主流现象，7 成受访

者预期家庭年收入会有增长，44% 的被访者的收入增长预期在 10% 以上。但同时，一线城
市和东中部相对发达地区则明显有更多财富成长机会。

2. 高学历的年轻人对未来更具信心：越是年轻，学历越高，他们对未来的财富增长越具信心。
3. 自由职业发展潜力被看好：自由职业者对未来的收入增长更具信心，非受雇专业人士有望成

为未来社会中财富增长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4. 马太效应显现：企业高级管理人士引领财富增长预期。同时，收入水平越高，对未来的收入

增长越有信心。
5. 有效投资助力财富成长：预期收入高速增长人士（30% 以上年增长率）更侧重对外汇和贵金

属的这些近期投资机会较好的投资品类进行投资。2015 年，他们在重点配置的股票投资上斩
获颇丰，以及在基金和互联网理财投资上的表现也更为出色。

请继续阅读以了解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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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人士背景及人群构成

共 486 位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被访者参与此次调研

性别：男性为主，占 88%。

性别 男性为主

88%

年 龄 分 布： 平 均 年 龄 40 岁，20 岁 至 50
岁中青年占 85%。

城市级别：被访者主要来自国内高级别城市。

城市分布：集中于华东、华南和华北等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

所处
区域

华东

39%

华南

24%

华北

12%

东南部发达地区为主

年龄 平均40岁

20-50岁
中青年 85% 

城市
级别 高级别城市为主

一线
30%

发达二线 48%

一般二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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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被访者大部分为全职工作（76%）且职位较高，中高级管理者占比近六成，
另有专业人士占比 22%。此外，还有 6% 的自由职业者；其他工作类型占 10%。

工作
类型

全职工作

76%
企业自营

8%

高级管理者
25%

经理
33%

普通员工
20%

全职
职位

专业人士
22%

自由职业

6%
其他

10%

受教育程度：被访者受教育水平较高，85% 以上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31% 获得硕士
/MBA/ 博士学位。

资产规模：家庭年收入 10-30 万的被访者占六成，全部被访者平均家庭年收入为 36 万元。

家庭年
收入

平均家庭年收入：
36万元

教育
程度

4% 27% 54% 13%

博士 硕士/MBA 本科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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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收入成长标杆在哪里？

1.1 未来 1 年家庭收入增长预估

当前经济环境下，被访者对未来 1 年的家庭收入增长整体较为乐观，仅有 3% 的被访者
预计未来 1 年家庭收入水平会有所下降。

此外，不同家庭对未来家庭收入增长速度预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20% 的被访者的收
入增长预期在 20% 以上，另有 28% 的家庭认为其家庭收入在未来 1 年保持稳定而不具有成
长性。

1.2 收入成长人群分类

根据此次研究中被访者对未来 1 年家庭收入增长情况的估计，我们按其家庭预期收入增
长水平，将其分成 5 类人群。通过发掘不同人群的特点，为您揭示当前经济环境下，不同人
群对于各自财富成长的判断与信心。

未来1年家庭收入增长预估

6%
增加30%以上

增加21%~30%    13%

基本不变 28%

减少 3% 24%   
增加0%~10%

25%   增加11%~20%

收入成长人群分类 定义：

超高增长 预期未来1年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在30%以上

较高增长 预期未来1年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在21%-30%

中速增长 预期未来1年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在11%-20%

低速增长 预期未来1年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在0%-10%

不再增长 预期未来1年家庭收入基本不变/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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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异较大，更多机会在中东部地区
此次研究中，收入增长预期的地区差异基本反映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前发展态

势对个人财富成长的影响。从不同区域来看，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居民，其中尤其以经
济增长出现困难局面的东北地区居民对未来收入的增长最为缺乏信心。自 2014 年 FT 中文网
开始监测该指标以来，东北地区对未来收入增长信心持续保持低位。而中东部地区居民对未
来收入增长更具信心，尤其是在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被访者。

40 岁前是重要窗口期，努力还需趁年轻
从不同年龄来看，年龄越低，对未来收入增长越具信心。年轻人对未来收入增长有信心，

反映了当前阶段的经济活力及财富机会，有利于经济创新发展与社会稳定。

40 岁是收入增长的重要分水岭，40 岁以下的中青年对未来收入增长更具有信心，而 40
岁以上的被访者对收入增长的乐观程度明显更低，其中超过四成的 40 岁以上被访者表示收
入将基本不变或有所减少。

从而可以推测，在整个人生阶段中，收入快速成长机会是有年龄窗口的，若要有效实现
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还是要在 40 岁前多努力。

8%

19%

13%

10%

9%

14%

39%

34%

40%

45%

35%

23%

28%

20%

28%

25%

19%

5%

13%

6%

10%

4%

17%

10%

8%

8%

区域分析

不再增长

低速增长

中速增长

较高增长

超高增长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 西
北 西南

13%

8%

16%

15%

13%

6%

27%

32%

15%

23%

24%

22%

24%

27%

20%

23%

45%

42%

31岁以下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年龄分析

超高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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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高收入？高级别城市机会多
在当前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同级别城市的收入成长机会还是存在明显差距。

高级别城市的收入成长机会明显多于低级别城市。

一线核心城市和二线发达城市被访者对未来一年的收入增长有更加乐观的预期。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及杭州成都等二线发达城市虽生活压力更大，但收入的持续增长则更值得期待。

自由职业收入增长潜力被看好
此次调研中，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不同就业类型来看，自由职业者对未来收入快

速增长更具信心。选择基于个人能力和资源特长的自由职业，也许会对个人未来的财富成长
更为有利。所以，在职业选择上，自由职业者的发展潜力值得关注。

9%

6%

5%

14%

13%

13%

22%

29%

20%

29%

22%

21%

25%

31%

41%

一线核心城市

二线发达城市

一般二线城市

城市级别分析
超高
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5%

5%

25%

14%

16%

7%

25%

27%

29%

24%

27%

11%

32%

24%

29%

全职工作

企业自营

自由职业

工作类型分析
超高
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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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越高越乐观
拥有更多资源和职业发展掌控力的高级管理人士对自己未来的收入增长最具信心。专业

技术人士和经理级管理人士的预期较为接近，而普通员工则相对最为悲观。

硕士学历有必要，书中仍有黄金屋
完成本科教育后是否值得继续硕博或 MBA 等教育？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从相关数据来

看，硕士及以上学历被访者对未来收入增长更具信心，硕士 /MBA 学历教育对提升收入增长
潜力是具有意义的。而占比最大的本科生则是对未来收入增长最悲观的，相对缺乏独特的职
场竞争优势。

10%

6%

17%

14%

11%

14%

22%

25%

31%

23%

23%

28%

24%

20%

28%

30%

28%

42%

高级管理人士

经理级管理人士

专业技术人士

普通员工

工作职位分析
超高
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10%

4%

8%

10%

11%

15%

11%

16%

18%

11%

21%

27%

23%

22%

28%

21%

23%

27%

26%

22%

34%

35%

27%

24%

28%

大专

本科

硕士

MBA/EMBA

博士

学历分析

超高
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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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富裕家庭收入增长预期更为稳定
家庭收入在 30-50 万的中等富裕家庭其收入增长预期相对更稳定，但出现超高增长的可

能性是最低的；家庭收入在 10-30 万的被访者对未来 1 年的收入增长预测分化程度相对更大。

1.3 收入成长有信心，休闲亦自成格调

对休闲娱乐方式的选择向我们揭示了预期收入高速增长者的日常生活。

收入增长预期在 30% 以上的被访者尤其爱好“社交聚会”，其次是品酒、品茶、网球
和阅读，动静皆宜、内外兼修；而预期增长在 21%-30% 的被访者则更偏爱潜水、滑雪和攀
岩等极限运动。

8%

5%

10%

16%

19%

23%

29%

26%

25%

25%

19%

34%

26%

31%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家庭收入水平分析

超高
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阅读

旅游

看电影

自驾游

品茶

社交聚会

登山

收藏收集

品酒网络游戏

看演唱会

看话剧

网球

潜水

滑雪

骑马

攀岩

阅读

旅游

看电影

自驾游

品茶

社交聚会

登山

收藏收集

品酒网络游戏

看演唱会

看话剧

网球

潜水

滑雪

骑马

攀岩

休闲娱乐活动-特征分析

增加30%以上

增加21%-30%

增加11%-20%

增加0%-10%

不变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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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有效投资助力财富成长

2.1 收入增速越有信心，风险偏好越高

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预期收入快速增长的被访者对待投资风险的态度相对更为积极，

他们更愿意尝试风险性更高的投资机会以获取更高收益。

以下为风险偏好高低的具体定义：

10%11%
20%22%28%

45%
56%

54%
59%48%

45%
33%26%19%24%

超高增长较高增长中速增长低速增长不再增长

投资风险偏好分析

风险偏好-低 风险偏好-中 风险偏好-高

风险偏好类型 定义：

风险偏好-低 必须保本，收益低可以接受。

风险偏好-中 在本金受损概率不大的前提下，愿意投资非保本型的产品获
得更高收益。

风险偏好-高 只要了解清楚风险收益情况，可以尝试风险性更高的投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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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产稳健增值是主流投资目标

资产稳健增值是目前最为主流的投资目标。预期收入超高增长被访者相对更多地关注资
产保值问题，而对资产稳健增值的兴趣相对低于其他被访者。

2.3 投资收益助力家庭收入增长

预期收入保持低速增长的被访者，对 2016 年的投资收益目标最为保守。而随着预期家
庭收入增长率的提高，对 2016 年的投资收益率要求更高。投资收益成为家庭收入增长的重
要来源。而对于家庭收入预期不再增长的被访者，他们对 2016 年的投资目标却不是最低的。
家庭收入增长停滞并未影响他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

35%
20%

27%31%34%

55%
72%

68%66%62%

10%8%5%3%5%

超高增长较高增长中速增长低速增长不再增长

投资目标分析

资产保值 资产稳健增值 资产迅速增值

32%

42%

51%

64%

60%

23%

27%

35%

29%

27%

13%

22%

9%

5%

10%

6%

5%

26%

5%

2016年目标投资收益率

10%以内

超高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平均目标收益率

24%

16%

13%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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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收入增速预期越高，投资信心越强

对未来收入增长速度预期越高，相应的实现 2016 年的投资目标的信心也更强。而对于
家庭收入不再增长的被访者，他们对 2016 年的投资目标也处于较高水平，但信心却最为不足。

2.5 配置高收益产品以实现投资目标

在主要金融资产中，投资者的财富主要配置在股票和银行理财产品上。相对来说，收入
增长预期高的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和银行储蓄配置较少，而对贵金属和外汇等投资标的配
置则更多。贵金属和外汇的配置成为他们高收益目标和投资信心的重要来源。

55%

63%

52%

43%

38%

26%

16%

11%

12%

6%

对实现2016年投资目标的信心程度

有信心比例

81%

78%

63%

55%

44%

比较有信心

超高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36%

39%

26%

36%

30%

14%

23%

32%

34%

29%

14%

13%

12%

8%

15%

12%

6%

12%

14%

3%

8%

4%

7%

10%

2%

金融资产配置

股票 银行理财 基金 储蓄 贵金属 外汇

超高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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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股票投资助益财富成长信心
2015 年的中国股市跌宕起伏，但仍不乏成功投资者。此次调研的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

投资经验丰富，获得了明显优于大盘表现的股票投资收益。成功的股票投资在推动投资者财
富成长的同时，对其未来的收入成长信心亦有助益。预期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在 2015
年的股票投资收益情况就越为优秀。2015 年在股票上的成功投资有效增强了相关投资者对
未来 1 年收入快速增长（30% 以上）的信心。

成功的基金投资有助于巩固收入的中速及较高速增长信心
中速及较高速收入增长预期的投资者在 2015 年的基金投资收益相对突出。在 2015 年

获得的基金收益，有助于巩固投资者对在未来 1 年中实现收入的中速及较高速收入增长的信
心。

10%

27%

28%

34%

35%

20%

9%

7%

13%

13%

70%

64%

65%

53%

52%

超高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2015年股票投资收益

亏损 盈利者平均收益率

30%

26%

20%

18%

21%

17%

14%

12%

17%

24%

7%

9%

3%

14%

83%

79%

79%

80%

62%

超高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2015年基金投资收益情况

亏损 盈利者平均收益率

8%

15%

10%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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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投资亦有机会
作为新生事物，虽然需要关注互联网金融的投资风险，但成功投资者仍获得了不错的收

益。

从数据来看，预期家庭收入增速越高，在互联网金融上的投资也相对更为成功。在互联
网金融的投资上，预期收入超高增长被访者获得了接近基金的平均收益水平。

7%

7%

8%

4%

2%

2%

5%

100%

93%

91%

90%

91%

超高增长

较高增长

中速增长

低速增长

不再增长

2015年互联网金融投资收益

亏损 持平 盈利 盈利者平均收益率

7%

6%

7%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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