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产富裕阶层金融投资研究报告

FT 中文网与人人贷 WE 理财联合发布

2016 年 7 月



1

前言

在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投资回报率处于低水平的当下，我们面临的资产保
值增值难题愈加突出。尤其是在经历了 2015 年中国 A 股的跌宕起伏以及目前仍未进入尾声
的一、二线城市房价的轮番暴涨之后，个人投资者犹如巨大财富风浪中的一叶小舟，面临的
成功把握投资机会的挑战愈来愈高。而对于中国社会主流精英所处的中产富裕阶层，出色的
金融投资决策则是其财富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为了解中国中产富裕阶层的金融投资现状及
需求，挖掘其中更为普遍的成功投资规律和策略选择，FT 研究院联合人人贷 WE 理财，对中
国主要城市的 507 名家庭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的被访者进行了定向调研，希望能为各位读
者揭示现状，寻找可供借鉴的投资经验。

以下为此次研究中的主要发现：

 »  金融投资整体风格：成熟、理性、务实：

•  投资理念较为成熟。64% 的投资者以资产稳健增值为投资目标，另有 30% 的投资者
以资产保值为投资目标。

•  风险偏好仍偏中性。风险偏好适中的投资者占主流，比例达到 53%，另有 21% 的被
访者的风险偏好低，要求必须保本。

•  2016 年的投资目标较为务实。55% 的投资者在 2016 年的目标收益率在 10% 以内，
而目标收益率在 30% 以上的仅占 7%。

 »  金融资产配置选择：高目标收益投资者通过更多配置股票和贵金属以实现其相对更高的
收益目标，而低目标收益率的投资者则对储蓄和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更为普遍。而对于未来
6 个月，外汇和基金方面的投资机会赢得了更多投资者的认可，而银行储蓄的吸引力则在持
续降低。

 »  四大类金融资产投资具体发现：

•  股票投资：在 A 股市场跌宕起伏的 2015 年，股票投资者的投资表现相对较差。从中
我们发现，股票投资机会的把握是需要经验积累的，具有更丰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
他们在 2015 年的股票投资表现更为出色。同时，持股周期在 12 个月以上的长线投资
者的投资表现相对更出色。此外，上市公司信息获取、投资技术和风控能力被认为是
驱动股票投资盈利的最重要的三驾马车。

•  基金投资：股票基金的购买最为普遍（64%），但股票基金投资拖累了相关投资者在
2015 年的整体的基金投资收益表现。对于 2015 年的基金投资，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
以及宏观因素难以预测被广泛的归结为最主要的基金盈利障碍。从投资者自身反思来
看，若要改进基金投资，最需要的是专业权威的分析服务，其次是“基金买卖时机推荐”。

•  商业保险：作为理财投资的重要工具，未来商业保险有较好的配置需求。从调查数据
来看，已经购买商业保险的占比为 47%，另有 44% 表示未来可能会购买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基础的避险属性获得投资者认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越高，对商业保险产品
的接受度越高。而从投资者需求来看，保险产品的竞争力是投资人最为看重的，其次
是日常操作平台的便捷性和保险金偿付的及时性等。

•  互联网理财：互联网理财产品仍具有相当的成长空间。从调查数据来看，49% 的被
访投资者已经购买过互联网理财产品，36% 的投资者表示未来可能会购买。年轻投资
者和女性投资者对互联网理财产品有相对更高的接受度，而在不同城市级别和收入水
平的投资者中已经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时，投资安全性仍是投资者目前最关注的因
素，加强规范互联网理财产品并进行投资者教育仍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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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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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 高级别城市为主

一线
30%

发达二线 48%

一般二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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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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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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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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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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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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理财投资基础决策

储蓄率高达 50%
家 庭 年 收 入 在 10 万 元 以 上 的

被 访 者 的 储 蓄 率 保 持 高 水 平， 达 到
50%。即其月收入的 50% 可以用来
理财投资。

主流投资者投资目标较保守务实
被 访 者 的 投 资 理 念 较 为 保 守 务

实。64% 的投资者以资产稳健增值为
投资目标，另有 30% 的投资者以资
产保值为投资目标。

更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仍偏中性
风险偏好适中的投资者占主流，比例达到 53%。他们在本金受损概率不大的前提下，愿

意投资非保本型产品以获得更高收益。另有 21% 的被访者的风险偏好低，可以接受低收益但
必须保本。

愿意尝试风险性更高的投资机会的投资者占比为 26%。

30% 保值

64% 稳健增值

6% 快速增值

金融资产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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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收益目标较为理性
被访投资者在 2016 年的目标收益率较为理性务实，55% 的投资者在 2016 年的目标收

益率在 10% 以内，而目标收益率在 30% 以上的仅占 7%。

高目标投资者更具信心
总的来看，近六成投资者对实现 2016 年的投资目标有信心。
高投资目标收益率的投资者更为自信，目标收益率越高，相应信心越强。

14%
8%

10% 17%

21%

11%

实现2016年收益目标的信心

51% 52%
61%

64%

79%

57%

37% 44% 51% 47% 59% 46%

收益率
0%-5%

收益率
6%-10%

收益率
11%-20%

收益率
21%-30%

收益率
30%以上 全部

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比较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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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目标投资者更青睐股票和贵金属
不同目标收益率的投资者在资产类别配置上有较明显的差异。
高目标收益者更多配置股票和贵金属以实现其相对更高的收益目标，而低目标收益率的

投资者则对储蓄和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更为普遍。

现有投资者更倾向于加码投资外汇、基金和贵金属
对于已经投资于各类投资品的投资者，外汇、基金和私募 / 信托的现有投资者更倾向于

进一步增加在这三类资产上的投资。这三类资产在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机会最受其现有投资者
青睐，其中，外汇的投资机会尤其值得读者关注。

而银行储蓄的吸引力则在持续降低 , 减少银行储蓄的存款人比例达到 18%。

36%
21% 23%

12%
29% 24%

10%
27%

16%

46%

46% 39%

38%

25% 30%

21%

34% 60%

18%

33% 37%
50% 46% 46%

69%

39%
23%

银行储蓄 银行理财产品 股票 基金 贵金属 私募 外汇 互联网理财 保险

未来6个月大类资产投资策略调整
减少投资 投资额不变 增加投资

净增值： -18% 12% 14% 37% 16% 22% 59%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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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四大类金融资产投资

2.1 股票投资

2015 年股票投资收益率
在股票市场跌宕起伏的 2015 年，

仅有 16% 的被访者赢得了 30% 以上
的股票投资收益率，而 43% 的被访
者没有赢得正收益。

股票投资机会的把握需要投资经验积累
股票投资机会的把握是需要经验

积累的，具有 10 年以上丰富投资经
验的投资者，他们在 2015 年的股票
投资表现更为出色。

长线投资者在 2015 年的盈利表现相对更好
从 相 关 数 据 来 看， 持 股 周 期 在

12 个月以上的长线投资者的投资表现
更为出色。而持股周期在 3 个月以下
的短线投资者，虽有盈利但更多则是
获取了不超过 10% 的低收益。

灵活持股的投资者有机会获得更
高的投资收益，但也面临更多亏损或
不盈利的风险。从而使得投资技巧和
投资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34% 39%
19%

4%

31% 27%

19%

25%

35% 33%

61%
71%

亏损/持平 盈利10%以内 盈利11%-30% 盈利30%以上

2015年不同收益率投资者的投资经验构成

10年以上

5-10年

5年以下

11%
30%

6% 4%

28%

24%

11% 21%

18%

21%

17%
18%

9%

6%

19%
21%

34%
18%

47%
36%

亏损/持平 盈利10%以内 盈利11%-30% 盈利30%以上

2015年不同收益率投资者的股票操作周期

依据行情灵活操作

12个月以上

6-12个月

3-6个月

3个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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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集中反思风控能力和投资能力
信息、技术和风控被认为是驱动

股票投资盈利的三驾马车。风控能力、
投资技巧和及时获取上市公司相关信
息位列股票盈利障碍的前三位。

不同投资表现，反思各有重点

不同投资表现的投资者，自我反思的重点也存在差异。盈利水平在 30% 以上的高收益
投资者，更多反思投资能力和投资技巧，而盈利水平低于 30% 的正收益者，则更多反思在获
取信息方面的不足。

而对于投资收益亏损或持平的投资者，他们更多在反思风控能力和公开信息的专业解读
能力。

0%

20%

40%

60%

80%
风险控制能力

投资能力/技巧

及时获得上市公司信息

行业及公司基本面了解

不足

及时获取全面的股市行

情信息

公开信息的专业解读能

力

佣金等交易成本过高

2015年不同收益投资者盈利障碍自我诊断

亏损/持平

盈利10%以内

盈利11%-30%

盈利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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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股票投资，最需专业权威分析
“专业的分析报告 / 投资指南”

以及“产业政策 / 宏观形式的及时权
威分析”是需求最为广泛的股票投资
服务。

不同投资表现，所需服务不同

对于 2015 年的投资亏损 / 持平者，他们对“投资理财培训”的需求相对更强。
而盈利者对“分析报告 / 投资指南”、“产业政策 / 宏观形势的及时权威分析”以及“及

时的行情信息”等服务需求更为集中。

0%

20%

40%

60%

80%
专业的分析报告、投资指南

产业政策/宏观形势的及时

权威分析

及时的行情信息

个股推荐

定制化的个人投资理财方案

投资理财培训

不同收益水平股票投资者对投资服务的需求

亏损/持平

盈利10%以内

盈利11%-30%

盈利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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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金投资

股票基金最流行

股票基金的购买最为普遍（64%），
其次是货币基金（52%）和债券型基金
（44%）。

家庭收入越高，股票基金和 ETF 投资越普遍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对股票型基

金和 ETF 基金的投资则更为普遍。

股票基金投资收益引起基金投资收益分化
股票基金的投资表现促使基金投

资者在 2015 年的基金投资收益出现
分化。投资股票基金可能使投资者获
得行业领先的收益水平，也有可能促
使投资者难以获得正收益，关键在于
投资者的基金投资水平。

而货币基金则对获取 10% 以内
的收益水平贡献颇多。

63% 63%

74%

56%

43%

58%

42% 49% 47%

22%

43%

32%

17%
26%

37%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所购基金的类型
股票型基金 货币基金 债券型基金 基金定投 ETF基金

85%

55%

38%

77%

38%
48%

54%

38%35%

53%

73%

54%

12% 13%

38% 35%32% 30%
23%

31%

持平/亏损 盈利5%以内 盈利6%-10% 盈利10%以上

不同基金投资收益投资者所购基金类型

股票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 货币基金 ETF基金 基金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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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剧烈波动被视为最主要盈利障碍
“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以及宏观因素难以预测”被最广泛的归结为 2015 年的基金盈利障

碍，其次是“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 / 投资风格和投资水平”。

亏损者倾向于归罪市场，盈利者则亦反思自身
2015 年基金没有盈利的投资者更突出地将原因归结为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这一宏观因

素。
而盈利能力相对更高的投资者（10% 以上）则更侧重反思基金的买卖时机和投资成本。

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

经济政策/宏观调控等宏观因素难以预测

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投资风格和投资水平

难以准确判断基金的买入时机和赎回时机

个人不了解所购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特点

基金管理费等投资成本过高

不同收益水平基金投资者盈利障碍自我诊断

亏损/持平

盈利5%以内

盈利6%-10%

盈利10%以上

75%

65%

61%

38%

23%

21%

基金投资盈利障碍自我诊断

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

经济政策/宏观调控等宏观因素难以预测

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投资风格和投资水平

难以准确判断基金的买入时机和赎回时机

个人不了解所购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特点

基金管理费等投资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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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基金投资，需要专业权威分析
“专业的基金分析报告 / 投资指南”以及“产业政策 / 宏观形势的及时权威分析”是需求

最为广泛的基金投资服务，其次是“基金买卖时机推荐”。

不同投资表现，服务需求略有差异。
不同收益水平的投资者，对基金服务的需求有所差异。
其中，投资股票基金更多的收益亏损 / 持平的投资者和盈利 10% 以上的投资者对“专

业的基金分析报告 / 投资指南”和“基金买入 / 赎回时机推荐”有更多需求。

57%

54%

40%

23%

23%

23%

22%

8%

专业的基金分析报告、投资指南

产业政策/宏观形势的及时权威分析

基金买入/赎回时机推荐

及时获得基金净值等行情分析

基金推荐

便捷的基金交易平台

定制化的个人基金投资方案

基金投资理财培训

基金投资服务需求

0%

20%

40%

60%

80%

专业的基金分析报告、投资

指南

产业政策/宏观形势的及时

权威分析

基金买入/赎回时机推荐

及时获得基金净值等行情分

析

基金推荐

便捷的基金交易平台

定制化的个人基金投资方案

基金投资理财培训

不同收益水平基金投资者对投资服务的需求

持平/亏损

盈利5%以内

盈利6%-10%

盈利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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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有很好的市场需求

总的来看，商业保险有很好的市场潜力。其中，家庭年收入 30 万以上的被访者对商业
保险产品有更高的接受度。

11% 5% 4%

47%
37% 43%

41%

57%
52%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商业保险购买情况-不同家庭收入水平

未来绝对不会购买

高风险偏好投资者更青睐商业保险投资
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商业保险在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中获得了更多的认可。投资

者的风险偏好越高，对商业保险产品的接受度越高。此发现也使我们对此次研究中的高风险
偏好者的风险管控能力有更多信心。

12% 9% 5%

54%
41% 43%

34%

49% 52%

风险偏好-低 风险偏好-中 风险偏好-高

商业保险购买情况-不同风险偏好

未来绝对不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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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商业保险产品类型
健康保险、意外保险和人寿保险

的购买相对更为普遍。

高收入家庭更青睐养老险 / 健康险
家庭收入越高，对健康保险的购

买则更为普遍。
家庭收入 50 万以上的被访者购

买养老保险的比例明显更高。

高风险偏好更青睐健康险 / 意外险
商业保险的避险投资特性尤其赢

得了高风险偏好投资者的认可。风险
偏好越高，越倾向于通过购买健康险
和意外险来管理人生风险。

66%

69%

67%

48%

34%

75%

70%

67%

41%

48%

79%

73%

71%

69%

46%

健康保险

意外保险

人寿保险

养老保险

少儿保险

商业保险购买类型-不同家庭收入水平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50%

61%

75%

56%

39%

72%

69%

65%

45%

41%

79%

76%

69%

57%

38%

健康保险

意外保险

人寿保险

养老保险

少儿保险

商业保险购买类型-不同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低 风险偏好-中 风险偏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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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平台和服务均被看重
“有竞争力的保险产品”是最为看重的，其次是“日常操作平台的便捷性”和“及时偿

付保险金”等。

收入越低，购买商业保险越慎重
10-30 万年收入的投资者对保险方面的需求相对更多，突出表现在有竞争力的保险产品、

便捷的操作平台和贴心的客户服务方面。
而 50 万以上年收入的高收入投资者对“定制化的保险方案”有更多需求。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有竞争力的保险产品

便捷地操作保险缴费/查询/管理/申请赔偿等的平台

保险金能够及时偿付

贴心的客户服务

专业的保险购买指南/产品介绍

定制化的保险方案

不同收入水平投资者投资服务需求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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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互联网理财

年轻化！互联网理财更易为 40 岁 以下投资者接受
互联网理财产品仍具有相当的成

长空间。
40 岁以下的中青年投资者对互

联网理财产品的接受更为普遍。

高收入投资者亦投资互联网理财
不同收入水平投资者对互联网理

财产品的接受度较一致，互联网理财
并不是只吸引了低收入理财者。

“宝宝类”产品投资最普遍
宝宝类理财产品的购买率最为普

遍（88%）， 另 有 38% 的 投 资 者 进
行了 P2P 投资。

11% 11%
20% 24%

40% 37%
33% 34%

49%
52%

47% 42%

31岁以下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不同年龄互联网理财投资情况

未来绝对不会购买

14% 18% 15%

35%
38% 38%

51% 44% 47%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不同收入水平互联网理财投资情况
未来绝对不会购买 未来可能会购买 现在已经购买

未来绝对不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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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越高，互联网理财投资越深入
家庭收入越高，对“娱乐宝”等专题理财产品和 P2P 投资则更为普遍。

稳定的中低收益是主流
盈利水平在 5% 以内是最为普遍的收益水平（50%），另有 28% 和 15% 的投资者分别

获得了 6%-10% 的和 10% 以上的收益。

89%

13%

35%

85%

15%

40%

86%

19%

47%

“宝宝类”理财产品 娱乐宝等专题投资理财 P2P投资

不同收入水平互联网理财投资情况
10-30万元 30-50万元 5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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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风险与更高收益同在
高收益投资者对 P2P 的配置相对更高。成功的 P2P 投资有利于提高互联网产品投资的

综合收益水平。当然，P2P 投资也伴随更多投资风险而收益波动较大。

安全和信用：互联网理财的最大顾虑
投资安全性仍是投资者目前最关注的因素。“资金操作安全有保障”和“平台信用高”

成为投资者在投资互联网理财产品时最普遍考虑的因素。

86%
96%

78% 77%

32%

10%
17% 13%

41%

16%

58%

77%

亏损/持平 盈利5%以内 盈利5%-10% 盈利10%以上

不同互联网理财收益水平投资者产品配置

“宝宝类”理财产品 娱乐宝等专题投资理财 P2P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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