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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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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就这

个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着重围绕增加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意义, 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存在哪

些问题, 如何增加市民的财产性收入等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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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产性收入的问题, 国外学者Maurice Leven , Danial Creamer ,Martin Bernstein 在早期就做了研究。Maurice Leven
①
在他1925 年出版的书中对创业和财产性收入及多方面来源的收入进行系统的研究。Danial Creamer ,Martin Bernstein

②
在1956 

年对周期性财产性收入问题进行分析。而近期, 国内学者也对财产性收入的很多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根据财产性收入的基本理论, 结合当前形势, 对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增加财产性收入有利

于共享改革成果,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有助于扩大内需。但是, 物价上涨, 市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大, 财产性收入来源不多等

是阻碍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主要问题。为此, 本文提出, 一方面, 政府应控制物价上涨来保护市民的财产性收入, 一方面, 提高

低收入者的工资以缩小收入差距, 完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 市民应投资多元化, 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一、财产性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解释, 财产性收入的定义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

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

益等。这里涉及各种投资, 比如, 实业投资、金融产品投资, 涵盖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财产性收入是目前统计中常用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个构成部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

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 

二、增加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上海是我国经济, 贸易, 金融, 和航运中心, 经济总量大, 人均生活水平相对于全国其他城市较高, 上海要想更好的发展, 

必须齐心协力, 调动全体市民以及各个方面的力量,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效增加上海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对调动市

民积极性, 提高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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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利于上海城市居民共享改革成果。改革开放30 年来, 上海发生巨大变化, 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2007 年上

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06 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668 元, 比1980 年的637 元增长31 .4 倍。上海城市居民收入

结构也有所调整, 1990 年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为1548 元,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2182 元的比重是71 %, 财产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为0 .96 %, 工资性收入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到了2006 年, 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7 .5 %, 

财产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 .5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让更多的人从多个渠道获得收益, 实现共同富裕, 共享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2 、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市场经济是较为有效的经济运行方式, 增加财产性收入即让城市居民把生活需要以外的“余

钱”通过市场化方式转化为财产, 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效用。增加财产性收入为城市居民带来了相应的收入同时, 也减少闲置资

源,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3 、有助于扩大内需。上海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对全国其他城市较高, 但市民仍然不敢轻易地高消费, 这主要由于收入

水平相对于消费水平还不是很高, 及养老, 医疗, 教育的支出费用高等原因。提高收入是刺激居民消费的主要途径。所以提高

城市居民收入, 特别是增加财产性收入, 是扩大内需, 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消费支付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三、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存在的问题 

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城市居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尺度。近年来, 上海城市居民的财产

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有所增加, 但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差距。以美国为例, 据了解, 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

比重约为40 %, 90 %以上的公民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 

上海市民的财产性收入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物价上涨不利于增加财产性收入。CPI(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价格指数量度代表城市消费者购买一揽子固定商

品和服务的费用, 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CPI >3 %的增幅时, 就产生通货膨胀。据上海统计局统计

数据显示(见图1), 2007 年8 月至2008年3 月,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增幅超过3 %, 产生通货膨胀。一方面, 价格水平上升会

增加市民的消费支出, 那么市民用于投资的“余钱”少了, 则财产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另一方面, 通货膨胀产生, 市民储蓄为

负利率, 则其财产性收入也会缩水。可见, 物价上升给市民带来了财富贬值的压力,不利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3 

2 、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大。上海城市居民中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 据统计调查, 2006 年, 高

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为42884 元, 其中工薪收入为31974 元, 财产性收入为777 元, 而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为8973 元, 其

中工薪收入为5554 元, 财产性收入为27 元。高收入户的工资性收入约为低收入户的6 倍, 而高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却是低收

入户的29 倍。因为财产具有增值的特点, 财产性收入往往是在工资性收入的基础上以几何级数递增的。由此可见,造成上海城

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较大。 

3 、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不宽泛。目前, 上海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不宽泛。居民的钱要么存银行, 要么炒股票, 要

么投资房产, 除此而外就没有别的渠道。但是, 现在物价上涨, 由于负利率的效应, 居民担心把钱存在银行会贬值, 把钱从银

行抽出来转而投向股市。对于投资房产而言,因为上海房价过高, 进入楼市的门槛也较高, 所以只有少数居民选择投资房产。因

此, 一谈到“财产性收入” , 人们片面地认为是股票收入。但是, 2007 年 10 月以来, 股市下挫, 股指曾跌破 3000 点,股市

价格波动让市民感觉到了入市的风险。所以,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不能仅靠股市等, 而要拓宽多种投资渠道。 

 

四、增加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表明了国家提高群众财产性收入, 改善群众生活的决心。但

是, 增加财产性收入不仅要求政府从宏观上努力, 保持物价稳定, 提高低收入市民的收入, 大力完善资本市场, 而且要求市民

拓宽投资渠道, 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1 、保持物价稳定。保护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物价稳定, 抑制通货膨胀, 以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地

发展。政府应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为保持上海的物价稳定, 政府领导提出“要确保市场供应” 、

“要加强市场监管” 、“要加大补助力度”的三项措施, 保证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2 、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以缩小收入差距。拥有“财产性收入”前提是要拥有财产。对于低收入者, 增加他们的工资, 让

他们拥有了财产, 从而能够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享受到财产性收入的利益。例如, 市政府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 提高城市劳

动者最低工资标准, 通过财政, 货币等手段为低收入者创造拥有更多财产的发展空间, 以缩小收入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3 、完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将居民的资本转化为财富的场所。虽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 但是与发

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还不完善, 我国的市场规模不大, 各项制度也不健全。所以, 我们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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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结构, 丰富资本市场产品, 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 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有助于城市居民分散

投资风险, 以保障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性, 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的目标。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将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基础性的

建设。 

4 、投资渠道多元化。居民除了投资股市, 房市之外, 还有债券、期货、黄金、保险、艺术收藏品及其他理财产品, 正所

谓“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首先, 风险规避且收入不高的市民可选择购买债券。目前, 投资者在市场上买卖债券主

要指买卖国债和企业债, 这些产品的投资风险低, 收益率比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高, 安全性也较高。其次, 艺术品收藏是高财

富的市民投资不错的选择。艺术收藏品属于替代投资产品, 投资艺术品市场和投资股票市场一样有风险, 但是, 股市的价格波

动较大, 由于艺术品市场对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不如股市敏感。高收入的市民可以将个人兴趣和投资艺术品获利结合起来。

再次, 开辟海外投资新途径, 让QFII ,Q DII 成为居民投资理财的新形式, 为居民提供投资国际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

最后, 目前, 正积极筹备推出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也将成为居民投资的一个新途径。 

5 、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之后, 这一年成了市民的“理财年” , 越

来越多的市民走上了投资致富的道路。市民在看到收益增长的同时, 也要警惕风险, 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就是指个人不盲目跟风投资, 减少情绪化的决定, 理性的面对市场的波动。首先要明确投资目标, 

不同的投资目标决定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然后制定具体的投资方案,根据个人的风险偏好程度来进行投资组合。 

除此之外, 政府可采用信息宣传手段普及财产性收入的相关知识, 让所有的市民都有投资意识。同时, 还要对市民进行风

险教育,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投资风险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帮助市民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上海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是上海经济发展, 人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 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是

投资, 这一市场行为会伴随着风险。我们不是在资本市场上投机, 而是进行理性投资。要想促进市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政府

和市民都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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