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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投资理财的特征及引导建议

——基于对江苏如东县各村镇的调查研究
1

沈浩然，王婧雯

（扬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农民的生活逐渐富足起来，部分农民开始用手中的闲钱进行投资理

财，但当前农民投资理财却存在许多误区。在研究农民投资理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农民投

资理财结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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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百姓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们有了更多的闲钱，

但由于农村金融理财环境和农民投资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投资回报几乎天差地别。在农村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相比于城镇居

民，农民受文化程度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信息不够流通等诸多原因的限制，造成了大多数人理财理念单一，家庭收

入除了用于日常生活需要之外，用于投资金融产品的资金很少，大部分都是银行储蓄。在大多数老百姓的眼里，宁愿把钱放在

银行里，也不愿意把钱投资于一些高风险却高回报的金融产品中，为了微薄的利益，把活钱用成了死钱，于是随着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也越来越严重，老百姓日日辛苦劳作，却在不经意之间日益“贫穷”。2007 年，陈兵、李莉在《加拿大个人理财业的

透视及对我国的启示》的文章中提出了两种典型的个人理财经营模式：金融机构理财模式和独立理财模式，也对他们进行了详

细的阐述。同年，学者戴舜水提出要加快农民投资理财的发展，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想要推进农民金融环境的建设，就一定要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构造。然后，需要有重点的进行市场的改造和建设。2009 年，陈柳钦认为农民投资理财的市场不被重视，

这方面的业务数量少，而且大多数并不适合农民。

1、调查问卷研究分析

1.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课题组于2017年8〜10月对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农村农民投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此次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在对江苏省的南通市如东县几个镇的农民投资理财情况的大概了解基础上，分别选取了 5 个镇的百姓进行面对面地采访与问卷

调査。一共采访了 450个农民，发放了 450份调查问卷，实际回收 450份调查问卷，回收率 100%。回收问卷中去掉字迹不清的，

有效问卷 424份，问卷有效率 94.2%。其中，参与填写的村民有 54%男性，男女比例几乎相等，未婚村民只有 3%。数据显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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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民的平均年龄在 40 岁左右，大多数在 30～60 岁之间；这些数据反映了目前农村的空巢现象已经比较严重了，大部分青壮

年劳动力离开故土、踏向异地求学、工作，甚至扎根、成家立业。该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和高中居多，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只有不到 10%；这也是调査报告中农民投资理财意识较差的原因之一。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和营业收

入，以及小部分的实物租金，其中，金融投资只占 9%；在这些居民里，65%的人收入在 1000～5000 元之间，其中，月收入低于

3000元的占 59%（见表 1）；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很清楚的看出：农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只能基本满足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大

部分人没有闲钱用于股票、债券等存在一定风险的投资。

表 1 江苏南通地区农民的基本情况

人口特征 人数（人） 比例（%） 人口特征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228 舛

自理能力

完全自理 373 88

女 196 46 基本自理 47 11

年龄

50岁以下 224 53 不能自理 4 1

50～60岁 156 37

月均收入

1000元以下 55 13

60岁以上 44 10 1000～3000元 195 46

文化水平

文盲 42 10 3000～5000元 25 6

小学 89 21 5000以上 149 35

初中 199 47

经济收入满意度

不满意 47 11

高中 56 13 一般 7S1 56

大学 30 7 满意 114 27

大学以上 8 2 很满意 25 6

1.2基本特征

1.2.1 投资兴趣。对于投资理财只有 15%的居民表示非常感兴趣，38%的居民都表示完全不感兴趣；在这些居民中，超过一

半的人认为投资理财是没有必要的，只有 11%的农民认为是有必要的；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是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双重作用的

结果。但当问及他们自我感觉对家庭理财的了解程度时，只有 14%的人认为他们不了解；也就是说，大部分村民认为自己比较了

解家庭理财的理念。关于投资理财产品，大部分选择储蓄、保险、国债和黄金白银这一类比较保守的投资，只有 15%左右的人选

择股票、普通债券这种存在一定风险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的投资理念比较保守，不愿意进行高风险投资。其实

居民接受投资理财的学习方式比较多样化，有阅读金融类报刊杂志、积极参加投资报告会、向专家学习一些较为专业的技能、

通过网络媒体学习等。

图 1 农民投资理财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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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预期收入。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将近一半的人是认为可以稳定，并且有小幅度的增长，同时也有大约 30%的居民期

盼有更大的提高，由此说明，每个居民对未来的预期都是有美好愿景的。对于投资的回报周期和回报率，他们都期待这短回报

周期和高回报率，其中，选择回报周期为一个月、回报率为 8%～15%的农民居多，分别为 59%和 54%。

1.2.3投资创新特色产业的观念。提及发展农村特色或优势产业（如兽畜养殖、包田地集中耕种等产业）、规模化生产，41%

的农民表示听说过、但觉得太遥远，35%的农民表示有想法但一直没有实践，而 11%的农民则是比较深入了解并且已经实践。透

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已经有一部分农民开始寻求更好地发家致富之法，可以预见，他们中大部分人将会有越来越富裕的

生活。最后，当我们提出如果有 20万以上的闲置资金会如何安排，大部分人仍然选择储蓄，少部分人还会选择房产投资，只有

12%的人会考虑基金、股票等理财产品；这个数据说明农民的理财投资意识还需要继续提高。

2、优化农民投资理财结构的几点建议

2.1加强对农民投资理财的教育，提高农民投资意识

“低投资，高储蓄”是当前我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很多百姓认为，将钱存在银行就是一种优秀的投资理财方式。这种

“老掉牙”的理财观念是与当今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极其不符的。为了农民跟上时代的潮流，政府应当划定重点农村建设范围，

以乡镇村为单位定期进行投资理财的教育宣传，以宣传教育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在重点村庄建设见效后，让重点村庄带

动周边村庄，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在提高老百姓投资理财意识这方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及时向农民传播生命周期的理财规划和家庭（个人）理财等观念，消除要将钱存在银行才是最保险的老旧观念，使他

们认识到只有恰当的投资理财方式才可以提供家庭总资产与生活幸福水平和质量，让其开始对科学的投资理财思想和方法进行

学习，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不懂理财乱理财的状况。

（2）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三下乡”活动的落实，尤其要真正实现“科技下乡”和“文化下乡”，以提高农村的金融市场建

设的速度。当前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上到处充斥着所谓的理财专业知识和优秀的技能培训信息，可是农民对这类信息一般却接

触不到，并且信任度也不高。而如果政府委派专业人员下乡教育，他们的所说所为在老百姓眼里都具有权威性，由他们对农民

进行理财知识的宣传和技能的培训，农民会乐于学习和接受，效果也会更显著。

（3）充分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推出老百姓爱看的投资理财栏目，设立服务热线，让老百姓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拨

打电话热线进行咨询。

2.2由政府和金融机构创新开发更加符合农民需求的理财产品

与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相比，符合农民理财需要的产品还是很少。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理财品种就是保险、银行储蓄和

基金。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全面，大多数优秀的理财产品根本到不了农村，因此农民的投资种类也是少之又少。为了进

一步满足农民的投资理财需要，我们认为我国金融机构应配合政府将发展重点向具有开发潜力的农村市场转移，开发出适合农

民消费以及符合农民投资心理的产品。而这一品种的产品应具有操作便捷、投资风险低重要的是收益稳定等特点。广大农民在

了解和掌握相关投资理财知识后，可以根据自家的收入情况来购买适合他们的理财产品，用最少的风险获取最多的利益。

2.3大力建设农村金融市场

想要使农村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可以通过不断拓宽农民投资理财的渠道，更新农民的投资理财观念等方式进行。目前来

说，农村金融理财市场虽发展潜力巨大，但真正可以深入研究并花费较大人力物力的金融机构却寥寥无几。比如，证券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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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场和客户都在城市，农村几乎看不到证券公司，相对于城市里遍布街巷的银行网点和 ATM 机来说，在农村只有地理位置

较为优越的村镇会安置银行网点，并仍然以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基金、股票和债券等投资市场为

辅，严重阻碍了农村银行理财服务推广工作的进行，也不利于老百姓对理财产品的了解和购买。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发展乡镇金

融市场改变这种窘境，加快基金、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推广，进一步优化农村的投资理财环境。

3、结 论

本次调查我们分别针对农村本地居住人口以及农村银行工作人员，旨在从农民投资理念、投资方式和投资回报三大部分分

析影响农民投资理财的因素。

从我们的调查所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农民的投资意识存不少问题，政府和金融机构对于农村投资理财的宣传和教育并没

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收入水平限制。从我们得出的调查数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农村地区的收入虽一直呈增加趋势，却忽略了物价增长

的因素，这只能说明整个社会再往前发展，而实际上农村地区的发展速度与城市相比仍十分缓慢，这是根本上的缺失，想要扩

大投资理财者的数量，我们认为应进一步改善农民如今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努力贯彻三农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

入的增加。

（2）农民投资理财意识限制。这是影响农村投资理财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近两年速度虽有些

许放缓，但经济增长过快却发生了一个问题居民的文化进步赶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这在农村地区就更为严重，农民的受教育

水平明显偏低，本科及以上的比例极低，在此情况下，以他们十分匮乏的投资理财理念根本无法适应当前的投资环境。

对于存在的这样的矛盾我们的提议是一点点普及农村教育，鼓励带动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出高知识分子来带动农村经

济发展，先向村干部普及投资理念，再让村干部发挥榜样作用，宣传现代投资理财新知识，激励农民进行投资理财，对先进个

人进行表彰。

诚然，当前的农村投资理财的环境并不是很理想，但我们却坚定地相信经过每个农民，政府领导以及金融工作人员的共同

努力，农村投资理财将会拥有一片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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