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建伟：共同富裕背景下我

国居民财富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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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唐建伟  邓宇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作为我国居民财富金

融发展价值导向，未来居民财富金融发展应坚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

“做大蛋糕”层面发挥好居民财富金融的重要作用，满足我国居民家庭对

专业财富管理和多元资产配置的现实需求，以财富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高

水平共同富裕。 

 

一、准确理解共同富裕与居民财富金融发展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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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首要

前提是富裕，即先“做大蛋糕”，为“分配蛋糕”奠定深厚物质基础，着

力解决好居民财富分化问题。 

第一，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居民财富金融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的本

质就是共同富裕，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经过七十多年建设和创新探索，特别是经过四

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拥有了较强的综合国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随着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居民财富积累也更加丰硕。据瑞士信贷发布的《全

球财富报告 2020》，2019 年底我国家庭财富达到 78 万亿美元，位列世界

第二位。尽管如此，我国人均 GDP 距离富裕还有一段距离，与美国家庭财

富的 115 万亿美元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面对如此庞大的居民财富，必须要

有与之相匹配的财富金融供给，促进财富金融高质量发展，确保我国居民

家庭财富保值增值，并且要着力解决金融服务和资产配置不充分不平衡问

题，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居民财富金融大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从现状来看，

虽然我国人均 GDP 迈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居民人均收入仍不高，区域、

城乡和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不均衡，财富差距扩大化趋势较为突出。而且，

我国居民财富金融服务供需不平衡，许多偏远地区居民无法享受到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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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服务，难以获得普惠化的财富金融产品。共同富裕背景下，应更

加重视城乡、区域财富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居民财富金融，

增强财富金融普惠化水平，推动财富金融服务下沉，促进居民资产配置结

构优化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帮助居民获得更

多的财产性收入，拓宽居民增收渠道，而且有利于帮助中低收入群体优化

资产配置，共享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红利，从而逐渐缩小不同收入

群体、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我国居民财富金融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剖析 

当前，我国居民财富金融发展有成绩、有亮点，也有一些短板和不足。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正视居民财富金融发展的不足，以共同富裕

为价值导向，找准问题再想对策，理清我国居民财富金融发展现状和背后

的原因。 

1．居民财富来源和市场规模。从居民财富来源看，我国居民财富已经

从过去主要以劳动报酬为主转向以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等综合收入为主，

房地产、权益市场投资成为居民财富增值的新来源。据西南财经大学与蚂

蚁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2021Q2），2021 年

第二季度我国居民财富增幅继续超过收入增速，房产和金融投资是影响财

富变动的关键因素，住房资产增加贡献了近 67%，金融投资价值增加贡献

了近 26%。从居民财富市场规模，我国居民财富规模不断壮大，据社科院

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2020》，我国居民部门财富已经达到 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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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居民人均财富约为 36.6 万元。 

图 1：2019-2025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及增速（单位：万亿元，%） 

 

2．资产配置主要类型和结构。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

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发布的《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 317.9 万元，其中家庭资产中住房的占比接

近七成，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仅为 20.4%。具体来看，我国居民金融资产

配置中，银行理财、资管、信托等占比达 26.6%，银行定期存款占比达 22.4%，

而保险、股票、基金等占比分别为 6.6%、6.4%和 3.5%。整体看，我国居

民金融资产配置仍以低风险资产（“固收”）为主，高风险资产（权益类）

的配置比例则相对较低。据相关研究，我国居民海外资产配置比例仅为

4%-5%左右，而发达国家居民海外资产配置比例高达 15%，表明我国居民

海外资产配置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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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9 年我国城镇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 

《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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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杠杆率与家庭债务水平。由于我国居民家庭的住房刚性需求、

改善居住需求以及财富投资需求叠加，使得房地产市场集聚大量财富资源，

而住户家庭购买或投资房产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导致家庭债务水平和杠

杆率大幅上升。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我国居民杠杆率从 2008 年

17.9%升至 2020 年末的 67.1%，十二年间增长近 3 倍。据人民银行调查

统计司杠杆率调查组测算，2008-2020 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由 18.2%上

升到 72.5%，年均增长 4.5 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数据则显示，我国居民总负债金额从 2008 年的 6.4 万亿元上升至 2019 年

的 62.3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达 22.2%。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小

幅微降，但仍处于高点，且总债务水平也比较高。居民资产过多配置在房

地产会导致资产风险过于集中，居民的高杠杆也易导致金融市场脆弱性上

升。 

图 3：2007-2019 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和总债务（单位：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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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财富出现分化趋势。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

但财富差距有扩大化趋势，主因是一、二线核心城市房地产投资回报率大

幅跃升，持有这些城市房产的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和财富积累明显加

快。据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将家庭总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总收入最高 20%家庭所拥有的总资产占全部

样本家庭总资产的半数以上；收入最高 10%家庭户均总资产 1204.8万元，

是收入最低 20%家庭户均总资产的 13.7 倍。据人民银行研究员袁佳（2019）

研究，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导

致居民财富分配效应。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灿明教授（2019）研究，房

产净值对全国居民财富差距的贡献最大。对于那些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因

为买不起房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投资金融资产，所以很难享受到房产和金融

资产配置产生的收益，财产性收入相对匮乏，导致居民财富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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