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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来看至少要在六成以上，但新冠疫情

冲击过后，我国消费恢复的进程明显偏慢。这背后固然有着疫情反复的原

因，但也同居民资产增速的走低息息相关。那么，疫情以来我国居民资产

负债表有何变化？又该如何逆转居民财富增长的放缓趋势，进而提振消

费？本报告对此展开分析。 

 消费恢复分化，资产增速背离。自新冠疫情以来，我国消费的恢复速度相

比于美国略显缓慢。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两国居民资产增速走

势的背离，或是造成消费分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居民部门总（净）资产增

速自 2019 年以来持续下行，而疫情冲击加剧了增速下行趋势；美国居民

总资产增速则在疫情后大幅上行。之所以美国居民资产在疫情后增长速度

较快，一方面，这和政府支持下的纾困政策密不可分，现金补贴政策使得

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降反升，储蓄和消费双双增长。另一方面，疫情

后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宽松，低利率和充足的信贷供给也刺激了居民的

购房需求，利率的大幅下行也降低了耐用品的信贷成本，美国耐用品消费

成为提振疫后消费的主要力量。 

 谁在拖累居民财富的积累？事实上，我国居民部门资产增速早在 2010 年

后就已逐渐趋于下行。而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居民资产的增长受到明显

的干扰，资产增速回落至个位数水平。从总量来看，我国居民资产增速与

经济增长水平紧密相关，随着 GDP 增速中枢的降低，居民总资产的增速

同步回落。从结构来看，疫情使得居民部门以地产为主的实物资产增速走

低，进而拖累了居民部门总资产增速。具体来看，房屋价格对于住房资产

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贡献率由 2019 年的 58.3%降至 2021 年的 41.6%。

考虑到住宅面积增速的稳定，房屋价格增长趋缓或是导致居民住房资产增

速下行的主要原因。金融资产方面，疫情后居民部门存款增速与疫情前大

体持平，而银行理财资金增速明显回落，不过今年以来居民存款增长较快。

居民持有的现金增速在疫情后也显著上行，在投资和消费都趋于萎缩的背

景下，存款和现金增速的上行反映出居民储蓄被动增长。 

 如何避免财富缩水？根据我们的测算，截至今年 4 月底，居民部门持有的

住房资产规模相比于去年年底下滑约 4.2 个百分点，居民实物资产价值面

临着重估压力，总资产规模有继续缩水的风险。2019 年以来，商品房价

格的增速对于销售额的贡献逐年递减，而面积的贡献日益增长。我们认为

靠房价大幅上行来带动居民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时代或已过去，居民住房

资产的拉动可能主要由面积增长提供。从先行指标来看，居民和企业对于

房价上涨的预期均较弱，在“房住不炒”定位的前提下，短期房价同比增

速或将保持稳定态势，而地产结构升级或将成为本轮地产恢复的主要特

点，这将带动居民实物资产重回增长通道。对于金融资产而言，如何将居

民手中的存款和现金转换为有效需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消费券等刺激

政策的提振效果更偏短期，关键仍然是保障居民对于收入的增长预期，在

此背景下，减税政策的作用或进一步凸显。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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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来看至少要在六成以上，但新冠疫

情冲击过后，我国消费恢复的进程明显偏慢。这背后固然有着疫情反复的原

因，但也同居民资产增速的走低息息相关。那么，疫情以来我国居民资产负

债表有何变化？又该如何逆转居民财富增长的放缓趋势，进而提振消费？本

报告对此展开分析。  

 

1. 消费恢复分化，资产增速背离 

疫后消费恢复，速度不及美国。今年以来我国消费恢复再度受到疫情干

扰，4 月社消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跌至-11.1%的低位，和武汉疫情时期增速有

所接近。自新冠疫情以来，我国消费的恢复速度相比于美国略显缓慢。我国

先于美国遭受新冠疫情的冲击，而美国消费增速在 20 年 6 月率先转正，之

后美国商品消费增速加快恢复并超过疫情前水平。而我国社消零售增速直到

20 年 8 月才升至 0.5%，较 2019 年 12 月仍低 7.5 个百分点，与疫情前仍有

不小的差距。 

图表 1：美国疫情后消费的恢复快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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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2021年均为两年年均增速 

消费分化背后，资产增速背离。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中美两

国居民资产增速走势的背离，可能是造成消费分化的主要原因。根据我们的

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总（净）资产增速自 2019 年以来持续下行，而疫情冲

击加剧了增速下行趋势，2021 年增速已由过去的双位数增长降至个位数水

平。与之相对应的，美国居民总资产年复合增速由 2018-2019 年的 6%大幅

上行至疫情后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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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中美两国居民总资产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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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多数资产均有贡献。从美国居民各类资产来看，对于资产价值的增长均

有贡献。具体来说，实物资产年复合增速从 2018-2019 年的 5.4%上行至疫

情后的 12.7%，金融资产增速则从 2018-2019 年的 6.2%同步走高至 12.8%，

两者在疫情后均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疫情后各类资产增量上来看，股票

和基金、房地产以及养老金贡献了约 75%，这三者也是美国居民部门资产最

主要的构成部分，占总资产的比例合计超过 70%。 

图表 3：美国居民资产 2021 年较 2019 年增量构成（%） 

0

10

20

30

40

50

股
票
和
基
金

房
地
产

养
老
金
福
利

支
票
和
通
货

耐
用
消
费
品

定
期
储
蓄
存
款

货
币
基
金

保
险
准
备
金

 
来源：美联储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蓝色为实物资产、红色为金融资产 

支持模式区别，财政补贴居民。之所以美国居民资产在疫情后增长速度

较快，和政府支持下的纾困政策密不可分。为了应对疫情对居民收入和消费

带来的冲击，美国进行了多轮财政刺激，其中均包括了对居民的现金转移支

付。以 2020 年 4 月为例，美国个人转移支付占总收入比例从 2019 年的平均

16%飙升至 29%，反映了 CAREs 法案中现金支出的部分。而我国则采用了

不同的政策路径，财政发力更多地在于企业端，如针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

发放定向补助等，我国的工业生产也因此先于消费得到修复。不过，在今年

外需可能逐渐放缓的态势下，给我国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定压力。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6 - 

  宏观策略专题报告 

图表 4：美国居民收入中转移支付及其余部分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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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改善居民资产，四成用于消费。在大规模的现金补贴下，美国居民资产

负债表在疫情期间保持了比较健康的状态，根据 NBER 的调查，美国居民将

31%的现金补贴用于支付债务、27%用于储蓄，而剩下 42%用于消费，现金

补贴政策使得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降反升，储蓄和消费双双增长，使得

美国居民资产状况在疫情后并未明显受损，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 

图表 5：美国居民现金补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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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BER，中泰证券研究所 

货币“不限量”宽松，房地产市场繁荣。此外，疫情后美联储开启“无

限量”宽松，低利率和充足的信贷供给也刺激了居民的购房需求。2020 年

11 月，美国 30 年期固定利率贷款的利率降至 2.72%的低位，同比大幅下行

103BP，美国房市录得量价齐升。利率的大幅下行也降低了耐用品的信贷成

本，美国耐用品消费成为提振疫后消费的主要力量。同期我国货币政策相对

较为克制，在“房住不炒”总基调下，房贷利率下降的幅度有限，不及美国

房地产市场的显著繁荣。而资产价格的上涨带动美国居民资产增速随之“水

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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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美国单家庭按揭贷款发放规模和房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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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UD，中泰证券研究所 

 

2. 谁在拖累居民财富的积累？ 

增速渐趋下行，疫后加快回落。事实上，我国居民部门资产增速早在 2010

年后就已逐渐趋于下行。2008 年以前，我国居民总资产增速中枢接近 20%，

而 2011 年至 2019 年，居民总资产年复合增速降至 13%左右。如果将居民

资产作为居民财富的代理变量，这意味着我国居民财富的积累速度逐步放缓。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居民资产的增长受到明显的干扰，

资产增速回落至个位数水平。 

图表 7：我国居民部门总资产规模和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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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实物资产住房为主，金融资产存款近半。具体来看，我国居民资产可分

为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两类。其中实物资产以房地产为主，还包括其它如汽

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等类别。截至 2021 年末，实物资产规模占我国居民总

资产比重约为 68%，而房地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就高达 64%。而我国居民持有

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保险准备金、银行理

财和信托等，金融资产规模占我国居民总资产的比例为 32%。其中存款占据

金融资产的半壁江山，2021 年末居民存款规模约占居民金融资产的 50%、

占居民总资产的 16.1%，紧随其后的是银行代客理财、保险准备金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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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居民金融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2.5%、11.6%和 11%，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

为 4%、3.7%和 3.5%，而证券投资基金、本币通货、信托权益、证券保证金

和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规模和占比较低。 

图表 8：2021 年我国居民部门资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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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居民资产增速，跟随经济走势。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居民资产增速与经

济增长速度紧密相关。2000到 2007年，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速达到 15.2%，

同期居民资产均增速也有 18.5%左右。而 2010 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速中枢

明显降低，2011 年至 2021 年，名义 GDP 年均增速下滑至 8.9%，居民总资

产的年均增速同步回落至 12.3%，较前期也有明显下降。 

图表 9：居民总资产增速和名义 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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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实物资产贡献下滑，金融资产较为稳定。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发现，自

2010 年后，金融资产对于总资产增速的贡献较为稳定，而实物资产对于居民

资产增速的贡献开始明显下滑，与金融资产贡献的增速之差也越来越小。

2021 年，居民部门总资产增速约为 8.1%，其中实物资产贡献 4.3 个百分点，

金融资产贡献 3.8 个百分点，两者差距已经不大；而在 2011 年时，实物资产

贡献的增速约是金融资产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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