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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舒建平,吴扬晖,唐文娟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摇 要: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

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 采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 U 型

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寅中年寅老年转变时,家

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 U 型寅U 型寅倒 U 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

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 U 型寅倒 U 型寅U 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

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

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

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 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

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

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家庭人均收入;资产配置;预防性储蓄动机;定期存款;风险资产;股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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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摇 言

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居民家庭收入的不断提升,广大居民对于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

以及寻求家庭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逐渐强烈,同时可供家庭投资的金融产品和投资方式也越发多元

化。 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在金融市场、家庭金融上存在许多差异和不足。 例如,能给家庭带来较

高财产性收入但风险较高的金融资产占比(如股票资产)远低于发达国家[1]。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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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在风险资产存量上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使得中国投资者数量庞大。 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截至 2017 年末,中国投资者数量已达 13 398郾 30 万,同比增加 13郾 44% ;
其中,居民投资者为 13 362郾 21 万,占比 99郾 73% 。 这与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居民投

资者占据了投资者结构中的主体,并且居民投资者数量在近几年呈明显增长趋势。 居民投资者作为家

庭投资的行使人,其数量的持续增长,表明了中国居民家庭巨大的金融资产消费潜力。 与此同时,随着

党中央对“房住不炒冶定位的确定,国民对于房价上升的预期趋于稳定,家庭对于金融资产投资的热情日

益高涨,其中股票、基金份额均呈增长趋势,未来家庭金融资产消费潜力将逐步释放。 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更进一步的探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优化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释
放居民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发达国家关于家庭金融的发展和研究已经较为成熟(Campbell,2006) [2]。 研究显示,家庭金

融资产配置与影响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家庭背景风险密不可分(Angerer et al,2009;Cardak et al,
2009) [3鄄4]。 从国际视角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家庭在金融资

产配置上也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Badarinza et al,2016) [5]。 但是,高明和刘玉珍(2013)通过梳理国内外

相关文献得出,因为没有机会接触金融产品,当居民收入处在较低水平时,可能负向影响金融资产的配

置[6]。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虽然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家庭收入从总体上是显著正向地影响着家

庭金融资产配置冶(尹志超 等,2015) [7],但是仍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收入可能对金融资

产配置产生负向影响,也可能与金融资产配置无相关关系(Palia et al,2014) [8]。 已有研究大多仅从线性

关系出发考察家庭收入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正负向影响,而忽视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和转折点。 当下中国家庭储蓄率仍然高居不下,并且随着目前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未来中国

的发展目标将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等。 在不久的将

来,我国居民收入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同时高收入家庭数量也会极大的增长,届时将有大量

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相关临界点,那么居民家庭储蓄率有望降低至欧美等国家水平,且居民家庭巨

大的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也将得到释放。 这样,本文从非线性关系出发研究所得到的临界点就具有一定

的经济价值。
根据以上条件,本文在将家庭资产清晰分割的前提下淤,以家庭人均收入为切入点(将家庭人口规模

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考虑进来),从非线性角度出发进一步讨论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资产选择和配置

的影响,尝试找到在家庭人均收入边际效应作用下所出现的临界点,以补充和完善家庭金融方面的研

究。 同时基于家庭特征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补充了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年轻寅中年

寅老年年龄段下、专科以下及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不同健康状况和地区差异下所存在的差异。 在此基

础上,利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释放居民金融产品消

费潜力、促进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家庭人均收入与资产配置

摇 摇 关于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学者普遍是从线性关系角度研究家庭收入对于家庭金

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部分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的提升对家庭资产配置有较大的正向效应,高收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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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将储蓄资产、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同时纳入投资组合,将家庭资产组合分为非风险资产(定期存款)、风险资产及高

风险股票资产三类,以此将家庭的风险态度清晰的分割开,避免了不能体现家庭资产选择状况的弊端。



更有可能参与风险资产市场(尹志超 等,2015;Park et al,2019) [7][9]。 再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收入前 20%的家庭倾向于投资金融资产(Lu et al,2020) [10]。 与之相反,部分学者的研究表

明,收入对于风险资产占比的影响不大,但是收入风险的增加会相应地降低风险份额占比(Angerer et al,
2009;Palia et al,2014) [3][8]。 Hochguertel(2002)提出,当家庭对收入产生担忧时,将具有较强的预防性

储蓄动机,对于风险资产的配置会降低[11]。 虽然家庭收入的增加有利于风险资产的配置,但是考虑到收

入风险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收入风险的存在使得家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担忧。 因此,当
家庭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会更多地配置定期存款,而减少风险资产、
股票资产的配置;当家庭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从而增加风险资产、股票资

产的配置,而减少定期存款的配置。 基于此,可以推断家庭人均收入可能存在一个转折点。 结合我国高

储蓄率的国情,提出如下假设:
H1: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股票资产占比均呈 U 型

关系。

2. 户主年龄与资产配置

在家庭金融研究领域,Shume(2006)等人发现在户主年龄的差异下,年龄增加对于家庭股票参与程

度起正向作用[12];然而 Fagereng(2017)指出,在不同年龄阶段年龄并不都正向影响股票参与程度,年轻

人对于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的参与程度较高,之后随着退休的到来,逐渐开始减少风险投资[13]。 齐明珠

和张成功(2019)利用 201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年龄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具有显著负向

影响,并随着居民年龄的递增,其投资风险偏好程度不断下降[14鄄15]。 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当人们处在年

轻阶段时,收入较低且往往是入不敷出,但较强的风险偏好会驱使他们“以小博大冶,除此之外,家庭组建

所带来的巨大消费支出,导致收入提升的同时,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同样增加;当人们处在中年阶段时,由
于自身财富的积累,使得其风险偏好逐渐增强。 但当家庭收入达到顶峰时,又开始寻求稳健、保守的投

资组合;当人们处在老年阶段时,自身财富的积累使得他们具备一定的风险偏好,但随之而来的衰老和

健康状况的恶化、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使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年轻状况下,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呈 U 型关系,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股票资产占比呈倒

U 型关系;在中年状况下,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 U 型关系,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股票资产占

比呈倒 U 型关系;在老年状况下,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股
票资产占比呈 U 型关系。

3. 户主教育水平与资产配置

教育水平直接决定着个人的金融素养,因此也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关键性因素。 Cooper(2016)
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通过影响平均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16],
尹志超等(2015)和吴卫星等(2015)通过他们的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对于参与金融市场有着显著的正

向影响[7][17]。 然而 Haliassos 等(1995)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减少股票资产的持有[18]。 随着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收入均得到提升,进而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显著影响。 当受教育程

度处在较低水平时,虽然受教育程度提升,但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收入增幅较少,故不能降低居民的预防

性储蓄动机,从而定期存款的配置增加,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配置降低;当受教育程度处在较高水平

时,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收入增幅较大,故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定期存款

的配置减少,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配置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当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不能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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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能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4. 健康状况与资产配置

健康状况决定了一个家庭的资产配置,健康状况好的时候比健康状况差的时候更有利于增加对于

风险资产的参与程度(Rosen et al,2004) [19],而健康冲击会将投资从风险资产转移到其他金融资产,从
而配置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Fan et al,2009) [20]。 吴卫星等(2020)研究发现,不同健康状况对风险资产

配置具有显著差异[21]。 处在股市或风险资产市场的家庭而言,健康状况对股票资产占比或总的风险资

产占比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吴卫星 等,2011) [22]。 当居民的健康状况恶化时,导致家庭在医疗上的支出

增加,居民出于对未来健康状况的担忧,必然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应地增强,从而使风险资产、股
票资产的配置降低,定期存款的配置增加。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健康冲击使得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且更青睐于保守的资产组合。

5. 地区差异与资产配置

在不同地域,居民收入和财富状况、文化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地区差异和财富差距均是决定

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关键因素(魏先华 等,2014;陈彦斌,2008) [23鄄24]。 杜朝运和詹应斌(2019)指
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的不同造成这些地区在文化层面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对家庭风

险资产配置产生了一定影响[25]。 地区差异对家庭资产的配置有较大影响,其主要通过地区财富差异和

文化差异决定资产组合结构。 由于中西部地区在财富水平、文化方面均落后于东部地区,故东部地区的

预防性储蓄动机要低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居民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市场和股票市场。 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5: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家庭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以及股票资产,且预防性储蓄动机

更低。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模型

摇 摇 本文为估计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asset_ratei =琢o+茁1 incomei+茁2 incomei2+茁3ui+着i (1)
asset_ratei =琢o+茁1 ln incomei+茁2 srbdi+茁3ui+着i (2)
yi =琢o+茁1 incomei+茁2 incomei2+茁3ui+着i (3)
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 asset_ratej表示相关资产在总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资产占

比、定期存款占比和总的风险资产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 incomei就是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并且在模

型中引入 incomei的平方项,用以估算家庭人均收入对于家庭资产选择的“边际效用冶淤,同时计算出其拐

点;ln incomei为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srbdi代表收入不确定性,在该处将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方差与家庭

人均收入对数的比值作为收入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ui为控制变量, 着i 为扰动项。 模型(3)被解释变量

yi表示是否有风险资产,有则为 1,没有则为 0;incomei和其平方项为解释变量,ui为控制变量, 着i 为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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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家庭人均收入的“边际效用冶指家庭人均收入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重具有递增或者递减的影响,用二次项估计

系数所衡量的边际效用说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重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弹性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递增或递减,最终

两者的弹性发生转向。



项。 本文考虑到模型中内生性问题的存在,通过在模型中加入较多的控制变量,尽可能降低解释变量的

内生性问题,不过由于存在异方差问题,对模型(1)和模型(2)数据处理异方差问题后采用 Tobit 回归模

型,模型(3)采用 Probit 回归模型。

2. 变量

(1)家庭人均收入。 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构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26]。 因此,我们据此将样本中这些收入加总为家庭人均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2)资产选择。 家庭总资产分为风险资产和非风险资产两大类,风险资产包括股票资产和非股票资

产,非风险资产包括定期存款和其他保值品。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展开分析,由于不同家庭的金融资产存

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选择股票资产作为风险资产的代表,定期存款作为非风险资产的代表。 是否有风

险资产代表了居民参与风险市场的概率,本文将有风险资产赋值为 1,反之为 0,总的风险资产占比衡量

了投资者对于风险资产的参与程度,股票资产占比衡量了投资者对于高风险资产的参与程度,而定期存

款占比则衡量了投资者预防性储蓄的程度,这些变量均用其在总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表示。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淤。 另外

本文还尝试加入了新的控制变量(金融资产与收入的比率),Roche(2013)通过控制金融财富与劳动力收

入比率研究发现,理性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只包括少数资产,而且在投资者年轻时显得不够多元化,随着

投资者年龄的增长,其金融财富增加,剩余劳动收入减少,越来越多的资产被合理地纳入投资组合[27]。
本文在此基础上,控制总金融资产与家庭人均收入比率,试做研究。

3. 数据

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为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 该样本收集了家庭人口特征、资产、
金融知识与主观态度、家庭成员教育等各方面较为详细的信息。 在资产部分详细访问了家庭金融资产

图 1摇 家庭人均收入的核密度和正态分布

分类,在收入部分详细询问了家庭各类

收入,这样就为本文研究家庭人均收入

对于家庭资产选择及配置的影响提供

了非常有利的数据支撑。 本文在研究

过程中,剔除了极端异常值和缺失值,
同时剔除了年龄小于等于 18 岁和大于

等于 80 岁的样本。 表 1 给出了主要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图 1 绘制了

样本家庭人均收入的核密度和正态分

布,表 2 列出了实证分析中家庭人均收

入拐点位置及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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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文中关于性别的定义为 0 =男性,1 =女性;婚姻状况的定义为 0 =未婚,1 =已婚;文中健康状况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

查问卷,与同龄人相比,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1 =非常好,2 =好,3 =一般,4 =不好,5 =非常不好;文中风险偏好来自调查问

卷,如果您有一笔钱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1 =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2 =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3 =
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4 =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5 =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家庭规模用家庭总人数来表示;地区

特征变量用 1 =东部地区,2 =中部地区,3 =西部地区来表示。



表 1摇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股票资产占比 0郾 021 5 0郾 099 5 0 1

定期存款占比 0郾 105 9 0郾 251 4 0 1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0郾 050 3 0郾 165 2 0 1

是否有风险资产 0郾 135 7 0郾 342 5 0 1

家庭人均收入 2郾 641 1 2郾 716 9 0郾 364 3 63

家庭人均收入平方 14郾 357 1 67郾 311 4 0郾 132 7 3 969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0郾 705 7 0郾 674 9 -1郾 009 7 4郾 143 1

收入不确定性 0郾 357 8 0郾 368 1 0郾 049 4 8郾 534 8

年龄 46郾 057 2 14郾 973 4 19 79

性别 0郾 492 2 0郾 499 9 0 1

受教育程度 9郾 174 7 4郾 514 6 0 22

婚姻状况 0郾 794 0 0郾 404 4 0 1

健康状况 2郾 351 1 0郾 958 2 1 5

风险偏好 3郾 763 5 1郾 221 9 1 5

家庭规模 4郾 138 5 1郾 604 5 1 15

居住地区 1郾 745 5 0郾 819 7 1 3

金融资产与收入比率 0郾 956 8 2郾 519 8 0 65郾 810 8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注:占比为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

表 2摇 实证相关家庭人均收入拐点位置百分比(单位:万元)

(1) (2) (3) (4)

家庭人均收入(大于) 百分比 家庭人均收入(大于) 百分比

15郾 53 0郾 83% 17郾 67 0郾 57%

17郾 84 0郾 55% 18郾 05 0郾 51%

19郾 68 0郾 41% 22郾 34 0郾 28%

26郾 92 0郾 15% 27郾 66 0郾 134%
30郾 28
31郾 33
35郾 5
39郾 92

0郾 09%
0郾 083%
0郾 05%
0郾 034%

31郾 15
31郾 9
35郾 89
41郾 36

0郾 083%
0郾 075%
0郾 05%
0郾 03%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回归分析

摇 摇 表 3 第(1)列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对于股票资产占比的影响,在控制了相关特征变量后发现,家庭

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庭人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居民对于股票资产的配置。 但

是通过加入家庭人均收入平方项后,我们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对股票资产占比有正向“边际效用冶,即家庭

人均收入与股票资产占比成 U 型关系,因此在拐点 39郾 92 万元之前,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居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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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股票资产的配置降低;在拐点位置之后,居民对于股票资产的配置逐渐提升。 第(2)列给出了家庭人

均收入对于定期存款占比的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家庭人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对于定期存款的配置。 但是由于家庭人均收入的负向“边
际效用冶,即家庭人均收入与股票资产占比成倒 U 型关系,因此在拐点 35郾 89 万元之前,随着家庭人均收

入的增加,居民对于定期存款的配置增加;在拐点之后,居民对于定期存款的配置逐渐降低。 第(3)列给

出了家庭人均收入对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的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其平方项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庭人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居民对于总的风险资产的配置。 但是由于家庭

人均收入的正向“边际效用冶,即家庭人均收入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成 U 型关系,因此在拐点 41郾 36 万元

之前,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居民对于总的风险资产的配置减少;在拐点之后,居民对于总的风险资

产的配置逐渐提升。 第(4)列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对于是否有风险资产的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因此在拐点 19郾 68 万元之前,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居
民参与风险市场的概率提升;在拐点之后,居民参与风险市场的概率降低。 由此可以得知,当下我国居

民仍然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实证结果验证了 H1 假设。 表 4 汇报了家庭人均收入及收入不确定

性对于资产选择的影响,从第(1)列至第(4)列可以看出,随着收入不确定性的提升,收入不确定性与总

的风险资产占比、股票资产占比和是否有风险资产负相关、与定期存款占比正相关。 通过表 4,可以发

现,由于收入不确定性,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这更进一步地支持了 H1 假设。

表 3摇 家庭人均收入及收入平方项与股票、定期存款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回归结果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384*** 0郾 178*** -0郾 378*** 0郾 185***

(-89郾 29) (47郾 60) (-66郾 76) (14郾 66)

家庭人均收入平方
0郾 004 81*** -0郾 002 48*** 0郾 004 57*** -0郾 004 70***

(87郾 51) (-51郾 63) (62郾 86) (-8郾 11)

年龄
-0郾 010 7*** 0郾 002 12*** -0郾 011 7*** -0郾 007 24***

(-52郾 53) (11郾 25) (-43郾 85) (-4郾 39)

性别
-0郾 096 0*** 0郾 038 5*** -0郾 099 7*** 0郾 051 1

(-58郾 02) (19郾 23) (-40郾 29) (1郾 41)

受教育程度
-0郾 006 18*** -0郾 000 974*** -0郾 003 99*** -0郾 002 16

(-49郾 65) (-6郾 16) (-20郾 87) (-0郾 53)

婚姻状况
-0郾 102*** 0郾 087 2*** -0郾 436*** 0郾 172***

(-33郾 09) (24郾 80) (-96郾 14) (3郾 24)

健康状况
-0郾 149*** 0郾 022 5*** -0郾 124*** -0郾 047 5**

(-56郾 95) (8郾 26) (-34郾 08) (-2郾 21)

风险偏好
-0郾 079 9*** 0郾 158*** -0郾 037 5*** -0郾 246***

(-70郾 40) (149郾 87) (-24郾 39) (-16郾 91)

家庭规模
-0郾 024 4*** -0郾 114*** -0郾 006 43 -0郾 053 2***

(-5郾 68) (-24郾 68) (-1郾 05) (-3郾 79)

居住地区
0郾 096 5*** -0郾 223*** 0郾 454*** -0郾 152***

(33郾 46) (-80郾 86) (115郾 5) (-6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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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金融资产与

人均收入比率

-0郾 001 92 0郾 154*** 0郾 105*** 0郾 127***

(-0郾 83) (60郾 91) (31郾 64) (11郾 03)

常数项
8郾 723*** -3郾 242*** 8郾 396*** -0郾 011 6

(92郾 38) (-38郾 67) (66郾 88) (-0郾 09)

样本量 7 508 7 508 7 508 7 508

摇 摇 摇 摇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 4摇 家庭人均收入及收入不确定性与股票、定期存款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回归结果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0郾 233*** 0郾 133*** 0郾 313*** 0郾 637***

(13郾 39) (12郾 08) (20郾 80) (11郾 21)

收入不确定性
-0郾 075 4*** 0郾 056 4*** -0郾 115*** -0郾 127*

(-14郾 83) (11郾 80) (-20郾 14) (-1郾 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508 7 508 7 508 7 508

2. 异质性分析

(1)家庭人均收入对资产选择影响的年龄差异

文中仅利用户主样本淤,参考吴卫星等(2007) [28]、王聪等(2017) [29] 和张明珠等(2019) [14鄄15] 的年龄

划分方式以及研究结论,再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对于投资者家庭年龄的划分方法,在文中划分户主年龄

19 ~40 岁为年轻组、41 ~ 60 岁为中年组、61 ~ 79 岁为老年组三个年龄段于,分别研究这三个年龄段下人

们进行资产选择的差异。 通过实证,验证了 H2 假设。
表 5 第(1)列给出了在年轻年龄段下,家庭人均收入与股票资产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30郾 28 万元;第(2)列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17郾 84 万元;第(3)列
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31郾 90 万元;第(4)列家庭人均收入

与是否有风险资产呈倒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27郾 66 万元。 可以得出,在该年龄段下:当家庭人均收入处

于较低水平时,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居民更加偏好风险(即“以小博大冶的赌徒心理);当人均收入处在

较高水平时,由于家庭有购置房车、婚姻等巨大的消费支出,此时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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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在 2017 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中,相关调查问卷里设定户主为家庭中经济来源的主要承担者和主事者;同时国内学

者一般都采用户主的特征变量来研究家庭金融问题,可参考相关文章。 因此,在此年龄、受教育程度两处的异质性分析中,
我们仅选取户主个体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来研究其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调节效应,这里我们认为户

主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具有决定或关键作用,这样来研究其调节效应将更具有说服力。
此处对于年龄进行分组,参考生命周期理论对投资者进行年龄分组划分时是将 19 ~ 40 岁划分为成长期,41 ~ 60 岁

为成熟期,60 岁以后为衰老期。



表 5摇 19 ~ 40 岁年龄组家庭人均收入与资产选择的回归结果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387*** -0郾 0198** 0郾 289*** 0郾 135***

(24郾 67) (-2郾 32) (13郾 98) (6郾 43)

家庭人均收入平方
-0郾 006 39*** 0郾 000 555*** -0郾 004 53*** -0郾 002 44***

(-23郾 48) (3郾 68) (-12郾 55) (-3郾 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648 1 648 1 648 1 648

表 6 第(1)列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与股票资产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26郾 92 万元;第(2)列给

出了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31郾 15 万元;第(3)列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与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22郾 34 万元;第(4)列家庭人均收入与是否有风险资产呈倒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18郾 05 万元。 在该年龄段下:当家庭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人均收入的增加使得

家庭参与风险市场的概率提升,且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因此会更多地配置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当家

庭人均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会寻求保守、稳健的投资组合。

表 6摇 41 ~ 60 岁年龄组家庭人均收入与资产选择的回归结果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043 4*** -0郾 081 6*** 0郾 057 2*** 0郾 183***

(86郾 84) (-19郾 55) (20郾 57) (7郾 25)

家庭人均收入平方
-0郾 000 806*** 0郾 001 31*** -0郾 001 28*** -0郾 005 07***

(-107郾 75) (19郾 71) (-29郾 21) (-4郾 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984 1 984 1 984 1 984

表 7 第(1)列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与股票资产占比呈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35郾 5 万元;第(2)列给出了

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17郾 67 万元;第(3)列家庭人均收入与总的风险资产

占比呈 U 型关系,且拐点为 31郾 33 万元;第(4)列给出了家庭人均收入与是否有风险资产呈倒 U 型关系,且
拐点为 15郾 53 万元。 William(1992)利用美国普查局的个人和家庭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人们

在 65 岁之前会更加偏好风险,在 65 岁以后风险偏好下降[30]。 在该年龄段下:当家庭人均收入处于较低水

平时,有较强地预防性储蓄动机;当人均收入处在较高水平时,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

表 7摇 61 ~ 79 岁年龄组家庭人均收入与资产选择的回归结果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028 4*** 0郾 021 2*** -0郾 046 8*** 0郾 169***

(-12郾 22) (6郾 82) (-16郾 26) (4郾 19)

家庭人均收入平方
0郾 000 40*** -0郾 000 60*** 0郾 000 747*** -0郾 005 44***

(8郾 34) (-11郾 44) (14郾 10) (-3郾 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76 776 776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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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人均收入对资产选择影响的教育差异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家庭人均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来研究受教育程度的交互影响。 在此基

础上,我们再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专科及以下和本科及以上两组,探讨学历水平较低和学历水平较高情

况下的区别,以此来检验 H3 假设。
在表 8,当户主学历为专科及以下时,通过加入交互项,可以得知在较低学历之下,受教育程度的提

升削减了人均收入对于定期存款占比的负向影响,同时削减了人均收入对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和对于

股票资产占比的正向影响。 因此,当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不能有效降低户主的预

防性储蓄动机,在降低总的风险资产、股票资产配置的同时,增加了定期存款的配置。

表 8摇 专科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家庭人均收入影响差异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026 8*** -0郾 054 0*** 0郾 038 7*** 0郾 076 2***

(36郾 38) (-39郾 79) (34郾 92) (4郾 91)

受教育程度
0郾 099 6*** -0郾 176*** 0郾 139*** 0郾 008 13

(22郾 45) (-24郾 46) (22郾 30) (0郾 85)

家庭人均收入与受

教育程度交互项

-0郾 002 98*** 0郾 005 13*** -0郾 004 17*** -0郾 001 58

(-24郾 83) (26郾 32) (-24郾 78) (-0郾 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910 3 910 3 910 3 910

在表 9,在本科以上学历情况下,通过交互项可以得知,在较高学历情况下,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削减

了家庭人均收入对于定期存款占比的正向影响,也削减了人均收入对于总的风险资产占比和股票资产

占比的负向影响。 因此,当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效地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动机,居民会相应削减定期存款的配置,转而增加总的风险资产以及股票资产的配置。

表 9摇 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家庭人均收入影响差异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053 2*** 0郾 282*** -0郾 025 4* -0郾 273

(-5郾 03) (13郾 67) (-1郾 71) (-0郾 54)

受教育程度 -0郾 083 5*** 0郾 240*** -0郾 078 1*** -0郾 109

(-5郾 09) (7郾 59) (-3郾 37) (-0郾 68)

家庭人均收入与

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0郾 003 95*** -0郾 016 6*** 0郾 002 49*** 0郾 022 4

(5郾 85) (-12郾 85) (2郾 65) (0郾 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21 421 421 421

(3)家庭人均收入对资产选择影响的健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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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选取全部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淤重新定义,假设 0 =健康差,1 =健康好,并通过在模型中加入

家庭人均收入与健康状况的交互项,探究健康状况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资产选择及配置的调节效

应。 如表 10 可以得出,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削减了家庭人均收入对定期存款占比的负向效应,以及对

股票资产占比的正向效应(由正向效应转为负向效应),增强了家庭人均收入对总的风险资产占比的负

向效应。 由此可以得知,在经历过健康冲击之后,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更倾向保守的投资组合,
这与 H4 假设一致。

表 10摇 健康状况对家庭人均收入影响差异

(1)摇 摇 (2)摇 摇 (3)摇 摇 摇 (4)摇 摇 摇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004 36*** -0郾 027 0*** -0郾 004 58*** 0郾 061 1***

(8郾 13) (-46郾 70) (-6郾 14) (5郾 47)
健康状况 0郾 693*** -0郾 602*** 1郾 059*** 0郾 0321

(23郾 98) (-18郾 59) (25郾 59) (0郾 52)
家庭人均收入与

健康状况交互项

-0郾 00728*** 0郾 0111*** -0郾 0166*** 0郾 0175
(-10郾 91) (14郾 40) (-17郾 14) (1郾 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508 7 508 7 508 7 508

(4)家庭人均收入对资产选择影响的地区差异

在此处重新定义了表示居住地区的虚拟变量,假设 0 =中西部地区,1 =东部地区,并通过在模型中加

入家庭人均收入与居住地区的交互项,探究居住地区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与资产选择及配置的交互影响。
如表 11 可以得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倾向于参与风险市场,并且,对于风险市场以及股票市场的

参与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远低于中西部地区,H5 假设得到

检验。

表 11摇 东中西部家庭人均收入影响差异

(1) (2) (3) (4)

股票资产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036 0*** 0郾 004 08*** -0郾 062 5*** 0郾 049 7***

(-71郾 59) (7郾 69) (-76郾 10) (5郾 88)

居住地区
-2郾 982*** 1郾 680*** -3郾 547*** 0郾 150**

(-71郾 27) (43郾 55) (-56郾 11) (2郾 56)

家庭人均收入与

居住地区交互项

0郾 076 6*** -0郾 036 9*** 0郾 077 2*** 0郾 033 6***

(76郾 65) (-39郾 81) (50郾 92) (2郾 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508 7 508 7 508 7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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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在此处异质性分析中,我们选用全体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变量来研究其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

调节效应。 与户主在家庭经济来源中主要承担者和主事者不同,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冲击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同样也很大,若只看户主的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在此处我们选用全体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来进行研究,将更有说

服力。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文所得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将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股票资

产占比用基金占比来替代,用 Logit 模型替换模型(2)所用 Probit 模型进行检验。 如表 12,稳健性检验与

表 2 呈现的结果无太大出入。 根据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果是: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家庭参与风险

市场的概率会提升。 但是由于拐点的存在,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时候,家庭定期存款的配置增加,风
险资产、基金资产的配置均降低;当家庭人均收入处在较高水平时,居民会逐渐降低定期存款的配置,增
加风险资产、基金资产的配置,这也证明了当下我国居民仍然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对于异质性

分析同样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之前所得到的结果基本吻合。 因此,说明上述结论基本稳健和可靠。

表 12摇 稳健性检验:家庭人均收入与资产选择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基金占比 定期存款占比 总的风险资产占比 是否有风险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
-0郾 135*** 0郾 178*** -0郾 378*** 0郾 324***

(-57郾 65) (47郾 60) (-66郾 76) (13郾 76)

家庭人均收入平方
0郾 001 64*** -0郾 002 48*** 0郾 004 57*** -0郾 008 51***

(25郾 17) (-51郾 63) (62郾 86) (-7郾 66)

年龄
-0郾 005 14*** 0郾 002 12*** -0郾 011 7*** -0郾 014 2***

(-18郾 99) (11郾 25) (-43郾 85) (-4郾 74)

性别
-0郾 00107 0郾 0385*** -0郾 0997*** 0郾 0912

(-0郾 44) (19郾 23) (-40郾 29) (1郾 40)

受教育程度
-0郾 000 575*** -0郾 000 974*** -0郾 003 99*** -0郾 004 22

(-3郾 22) (-6郾 16) (-20郾 87) (-0郾 57)

婚姻状况
-0郾 155*** 0郾 087 2*** -0郾 436*** 0郾 344***

(-33郾 69) (24郾 80) (-96郾 14) (3郾 56)

健康状况
-0郾 004 44 0郾 022 5*** -0郾 124*** -0郾 078 6**

(-1郾 11) (8郾 26) (-34郾 08) (-2郾 01)

风险偏好
-0郾 007 03*** 0郾 158*** -0郾 037 5*** -0郾 429***

(-11郾 65) (149郾 87) (-24郾 39) (-16郾 79)

家庭规模
-0郾 221*** -0郾 114*** -0郾 006 43 -0郾 092 8***

(-35郾 47) (-24郾 68) (-1郾 05) (-3郾 60)

居住地区
0郾 162*** -0郾 223*** 0郾 454*** -0郾 300***

(64郾 95) (-80郾 86) (115郾 5) (-6郾 70)

金融资产与

人均收入比率

-0郾 146*** 0郾 154*** 0郾 105*** 0郾 251***

(-47郾 41) (60郾 91) (31郾 64) (10郾 72)

常数项
0郾 116*** -3郾 242*** 8郾 396*** 0郾 714

(5郾 90) (-38郾 67) (66郾 88) (0郾 31)

样本量 7 508 7 508 7 508 7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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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启示

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参与金

融市场的程度得到了一定提升,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运用 Tobit 和 Probit 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当下我国居民家庭仍然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家庭人均收入在较低的水平时,家庭人均收入

对定期存款占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总的风险资产占比和股票资产占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当家庭

人均收入在较高水平时,家庭人均收入对定期存款占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总的风险资产占比和股

票资产占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异质性分析显示:(1)当投资者年龄由年轻寅中年寅老年

增长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关系为 U 型关系寅U 型关系寅倒 U 型关系;与总的风险

资产、股票资产占比之间关系为倒 U 型关系寅倒 U 型关系寅U 型关系。 (2)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

提升不能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能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

储蓄动机。 (3)健康冲击使得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使家庭更青睐于保守的资产组

合。 (4)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家庭,东部地区家庭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以及股票资产,且预防性储蓄

动机更低。
金融消费产品兼具投融资与消费两大属性,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资金流的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居民的储蓄资产,实现居民资产保值、增值及促进其消费结构升级。 为高质量促

进中国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必须紧紧把握住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居民金融产品消

费潜力这一突破点。 因此,一是应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居民就业和加征富人税,有效提升

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二是稳定房价和保障居民住房需求,并且加快推进婚

俗改革,以此来降低年轻人群的住房、婚姻成本;加快推进国家医疗体制建设和提升医疗保障力度,提
高养老退休保障力度和覆盖范围,保障中老年人群的医疗和养老需求;加大居民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普

及教育,引导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投资者树立理性的投资策略,提高中年群体的理财意识和风险防范

意识。 三是继续深化推进本科教育覆盖率,且适当普及学生群体的金融素质教育。 四是关注地区差

异性问题,加快中西部地区产业承转、升级,加快补足经济发展的短板,稳步提升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家

庭收入。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内在家庭金融方面的研究,但仍然存在着不足,例如没有研究在不同

年龄阶段下其他因素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同时缺乏对于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对资产配置更深一步

的探讨,也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由于使用的样本为截面数据,缺乏连续时间状态下家庭收

入对资产配置影响的研究。 所以,关于家庭金融方面的研究,后续仍然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挖掘和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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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Allocation of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Impact Effects and Heterogeneity

SHU Jian鄄ping, WU Yang鄄hui, TANG Wen鄄juan
(Business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assets allocation of a household changes with the growth of income level and this
change is different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ident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of the households. The analysis by using CHFS (China爷 s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data in 2017
shows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鄄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proportion of
fixed deposit, and a U鄄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risk
assets and stock assets, which confirms that Chinese households have a high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when the age of the head of a household increases from young to
middle鄄aged to o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proportion of fixed deposit is
U鄄shaped 寅 U鄄shaped 寅 inverted U鄄shape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risk asse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stock assets is inverted U鄄shaped 寅 inverted U鄄shaped 寅 U鄄shape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below undergraduate level can爷 t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 of
residents,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above undergraduate leve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esidents '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 Health shock makes families have strong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 Compared with the household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household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re more inclined to allocate risk assets and stock assets, and their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 is
relatively low. Therefore, we should accelerate to promote the income level of low and middle鄄income groups,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medical care, housing,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educatio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 further release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family financial products, and
boos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finance.
Key words: household per capita income; assets allocation;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ation; fixed deposit;
risk assets; stock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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