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7137期 中奖号码：366
中国福利彩票“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17137期

中奖号码：04、09、10、13、15
“安徽风采”电脑福利彩票25选5玩法开奖公告

第2017137期

中奖号码：04、09、13、14、22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
第2017059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295479
生肖码：龙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法
第2017059期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08、09、14、17、19、25、26
特别号码01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3”开奖公告

第17137期 中奖号码：122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排列5”开奖公告

第17137期 中奖号码：12290
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7059期

中奖号码：08、11、13、15、17+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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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均财富16.9万元
家庭财富由金融资产、房产净值、动产与耐用消费

品、生产经营性资产、非住房负债以及土地等六大部分
组成，其中房产净值是指房产现价减去住房债务，非住
房负债是指除住房债务以外的其他一切债务。

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
169077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为17.25%，其中
城乡差异较为明显。此外，家庭财富也存在着一定地
区差异，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水平最高，中部地区
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家庭人
均财富为 242604 元，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为 119768
元和 92304 元，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分别是中部、
西部地区的2.03倍和2.63倍。

家庭人均财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收入的累积作
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产的市场价值有所提高。

影响财富的主要因素
根据户主特征对样本分类比较发现，户主文化程

度不同的家庭，在人均财富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例
如，户主文化程度为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家庭，其人均
财富是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或小学以下的家庭的
3.38倍。

除了教育之外，户主的职业、就业身份、健康状况
等因素也影响着家庭人均财富。从户主职业调查结
果来看，户主为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的家庭有着最高的
人均财富，在全国样本中，这一数值为294773元。户
主为非技术工人或农民的家庭人均财富水平最低，在
全国样本中，这一数值为96005元。从户主就业身份
来看，城镇地区户主就业身份为雇主的家庭拥有最高
家庭人均财富，而农村地区户主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家
庭拥有最高家庭人均财富。在城镇地区，户主就业身
份为雇员的家庭的人均财富分别是户主为雇主以及
户主为自营劳动者的家庭的 0.85 倍和 1.15 倍。在农

村地区，户主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家庭人均财富分别是
户主为雇主以及户主为自营劳动者家庭的 1.18 倍和
1.36倍。

调查数据显示，健康对收入以及财富都有着促进作
用。户主健康状况良好、一般以及欠佳家庭的人均财富
分别为191507元、120715元以及67457元。对城乡家
庭而言，户主健康状况良好与户主健康状况一般的家庭
在人均财富上的差距较小，户主健康状况一般与户主健
康状况欠佳的家庭在人均财富上差距较大。

房产占总资产近七成
房产净值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

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65.99%，在
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比重分别
为68.68%和55.08%。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均房产净值是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4.48 倍，相比人均房产原值，房产升值幅度达
61%。相对于房产现值而言，负债率仅为 5%。尽管
农村房产价值低，但农村居民房产债务负担却高于城
镇居民。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房产净值明显高于
中、西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 2.37 倍，西部地区的 2.7
倍，远高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以及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从住房数量来看，平均而言，全国家庭自有住房
套数平均为 1.044 套。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
居民家庭居住房屋主要是自建住房，占比达85.62%，
城镇地区则主要来自于购买的住房，占比 54.15%。
无论是购买政策性住房还是租住政策性住房，农民工
占比均远低于城镇非农民工家庭。

动产中家用汽车份额最高
在家庭动产中，家用汽车所占份额最高，且汽车

在城市家庭相较于农村家庭更为普及。不过，汽车信

贷普及水平不高，无论是汽车抵押贷款，还是贷款购
车的家庭比例均不高。新能源汽车方面，随着近年来
国家政策的大力推行，也拥有一定占有率，全国被调
查家庭新能源汽车的拥有率为 2%，普及水平还比较
低。家庭不选择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汽车
价格高、续航能力差等方面。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有
10.6%的被调查家庭在未来3年考虑买车。从城乡和
地区结构看，城市地区家庭购车意愿明显高于农村地
区，购车意愿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家庭
之间呈现递减趋势。

新增投资多为储蓄
金融资产在家庭财富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

位。家庭金融资产分布显示，家庭储蓄在家庭金融资
产中独占鳌头。

数据显示，家庭新增投资几乎都在储蓄上，其他
资产上的投资则非常少。在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中，
位居前几位的分别是“应付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占
41.9%；“为养老做准备”，占 34.19%；“为子女教育做
准备”，占 33.56%；“不愿承担投资风险”，占 24.27%。
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相似。

由于银行布点、经营规模等原因，居民办理业务
的主要银行方面明显呈现两极分化。

互联网金融以消费支付为主
从全国范围统计数据来看，互联网金融最主要的

功能还是消费支付功能，且使用过互联网金融投资功
能的群体明显大于通过互联网融资的群体。在我国，
城乡之间的互联网金融使用情况相距甚远。分地区
来看，在互联网消费支付和互联网金融投资方面，均
呈东中西梯度分布，但用互联网进行融资是个例外，
呈现出中西东这样很特别的梯度分布。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房产净值约占家庭财富的70%
□ 2016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077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为17.25%，其中城乡差异较为明显
□ 2016年全国人均房产净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8倍，相比人均房产原值，房产升值幅度达61%。相对于房

产现值而言，负债率仅为5%
□ 数据显示，2016年家庭新增投资几乎都在储蓄上，其他资产投资则非常少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
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
家 庭 财 富 调 查 报 告
（2017）》5月 24 日发布。
报告基于覆盖了 24 个省
份、435 个县共 36000 户
家庭的入户访问调查数据，
涉及中国家庭财富的规模
与结构、城乡与区域差异、
金融资产和住房、家庭投资
理财决策、互联网金融等方
面，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
前我国家庭财富基本状况，
并对2015年和2016年我
国家庭财富状况作了比较
分析。 ▋据《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