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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投资理财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长沙市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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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投资理财行为和特点都发生了变化。本文通过调查问

卷的形式，以长沙市为例，对城镇居民的投资理财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发现，长沙市居民投资理财中面临投

资理财能力有限、专业人才缺乏、金融机构宣传不到位、产品品种单一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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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沙是我国中部重要省会城市，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密切。近年来，长沙经济发展迅速，2017 年，长沙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0535.51亿元，比上年增长 9.0%，长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948元，比上年增长 8.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4645

元，增长 8.9%。金融行业也迅速兴起，2017 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増加值 686.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5%，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 17141.83 亿元，比上年増长 10.7%。因此，长沙市居民的投资理财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态势。但是在居民个人

理财观念、金融机构的服务意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竞争カ等方面，与沪深京广等ー线城市存在一定差距。据此，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探究城镇居民投资理财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深入了解长沙市居民投资理财行为。 

2 长沙市城镇居民投资理财的现状分析 

2018 年 7 月，课题调研小组在长沙市 5 大城区的各大银行网点、居民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169份（表 1)。对居民理财情况的调查主要包括基本信息、理财意识、投资现状及方式等方面。 

 

                                                           
1
 [收稿日期]2019-03-29 

[基金项目]2019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城市居民家庭投资理财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沙市为例”（编号：

S201912653001)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施懿（1998—），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读学生。 

[通讯作者]邓玲（1980—),女，湖南长沙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2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    

统计量 特征 样本数（人） 比例（％)  统计量 特征 样本数（人） 比例（％) 

性別 男 84 49.7   3 万以下 23 13.6 

女 85 50.3   3-8万 58 34.3 

 20-30岁 70 41.4  税后年收入 8-15 万 67 39.6 

年龄 30-40 岁 46 27.2   15-30 万 15 8.9 

40-50 岁 30 17.8   30万以上 6 3.6 

 50岁以上 23 13.6   公务员 7 4.2 

 高中及以下 73 43.2   企事业单位 45 26.6 

 专科 42 24.9  职业 自主经营 56 33.1 

受教育程度 本科 44 26 自由职业 31 18.3 

 硕士及以上 10 5.9   退休 17 10.1 

      在读学生 13 7.7 

 

2.1居民了解投资理财信息的途径 

 

调查数据显示（图 1 )，通过营业厅宣传的人了解理财产品途径的人为 20人，占 7.30%;朋友介绍和推荐的为 93人，占 33.94% ；

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宣传的为 69人，占 25.18% ；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网站及商业银行网站的为 32人，占 11.68% ；通过报纸、

电视、广播的为 60人，占 21.90%。由此可见，居民了解理财产品的最主要途径是经朋友介绍和推荐、金融机构及各类媒体的宣

传，与各种金融机构的各类推销方式相比，亲友之间的推荐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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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居民投资理财的资金投入比例 

 

 

从收入水平看（图 2、图 3 )，长沙市居民年收入水平集中在 3-8 万、8-15 万区间，分别为 33.73%，39.64%,年收入在 15

万以上的高收入群体比例较少。从居民每年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占其税后年收入的比例来看，选择资金投入比例在 10%以下的有

109人，占 64.5%;选择 10%到 30%的有 50人，占 29.6% ；选择 30%-50%的有 8人，占 4.7% ；选择 50%以上有 2人，占 1.2%。可

见，居民的投资资金占收入比例较低，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居民在满足日常生活开支后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有限。此外，一些居民由于缺乏相关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因而投资也相对比较保守。少部分居民较为激迸，投资资

金过高，投资风险较大。 

2.3居民投资理财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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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居民投资理财的目的（图 4 )，在所调查的人群里有 90 人选择合理安排资金，占总比的：34.88% ；有 57 人选择实现

增值，增加收益，占总比的 22.09%;有 76 人选择提高生活质量，占总比的 29.46% ；有 8 人选择兴趣爱好，占总比的 3.10% ；

有 27人选择资产安全，占总比的 10.47%。可见，长沙市居民进行投资理财的首要原因是合理安排闲置资金，其次是在保障生活

质量的前提下，获取所需的收益。这表明长沙市居民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财规划意识，并呈现逐渐加强的发展态势。 

2.4居民投资理财工具的选择 

 

长沙市居民选择银行储蓄的为 132人，占 40.74% ；股票投资的为 55人，占 16.97%;债券投资的为 14人，占 4.32%;保险投

资的为 51人，占 15.74%，金银投资的为 8人，占 2.47%;外汇投资的为 6人，占 1.85% ；古童エ艺品投资和实业投资的为 3人，

占 0.92% ；房产投资的为 55人，占 16.97% (图 5)。可见，银行储蓄、股票、保险已成为长沙市居民投资理财的主要选择种类，

而对债券、贵金属、外汇、艺术品等投资种类的选择较少，这主要因为居民对其他金融种类的认知度不高。其中，银行储蓄因

收益稳定、风险小深受广大居民喜爱，股票投资风险较高，但收益可观，也受到有一定资金实カ和风险承受能力人群的青睐。 

3 长沙市城镇居民投资理财面临的问题 

3.1居民投资理财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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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有 19.64%的居民认为自己投资理财观念落后，有 26.18%的居民认为自己投资理财能力水平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居

民缺乏投资理财方面的相关知识，缺乏投资理财规划，导致盲目选择投资理财工具，影响了投资目标和收益的实现。 

此外，40.74%居民选择的理财方式还停留在银行存款这种比较稳健的投资方式，而对债券、贵金属、外汇、艺术品等投资

种类的选择较少。这说明居民受个性、意识、收入水平、文化水平等影响，投资能力有限，更偏好传统的保守稳健型的投资工

具。同吋，也说明居民对金融市场投资工具的了解不足，不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寻求最合适的投资理财组合，影响了投资收

益。 

3.2专业金融服务人才缺乏 

长沙市居民对投资理财产品的认知度不高，投资能力有限，但市场潜力巨大，因此需要大量的专业理财人员设计和推广金

融产品。目前相对于北上广深等ー线城市及沿海城市来说，在工资福利、事业前景、市场机会等方面，长沙市对专业人才的吸

引力不够。同吋，现有的有经验的高层次金融人才在优越发展环境的吸引下，也不断离开长沙，造成金融人才后备力量不足，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投资理财业务的拓展。 

3.3金融机构宣传力度不够 

调查数据显示，居民接收投资理财信息的途径更多地依靠朋友介绍和推荐，这导致对投资理财工具、产品和信息的了解不

够全面。这说明金融机构的宣传カ度还不到位，应加大宣传カ度，让更多居民通过专业性的讲解和宣传了解投资理财。另外，

与各种金融机构的宣传相比，居民更愿意信任朋友的介绍和推荐，这可能也因为ー些金融机构在推广产品时只强调高收益，而

忽视对产品并存高风险的介绍，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使得人们不能正确认识金融产品，对投资理财业务缺乏一定信心，

对投资品种的选择及资金投入比例持谨慎保守的态度。 

3.4投资理财产品品种单ー 

虽然投资渠道种类多样，但是 19.64%的居民认为目前的投资理财产品不能满足他们的投资需求。这主要由于在长沙金融市

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品种单ー集中，创新积极性不够，缺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产品，无法满足居民的一些个性化需求。 

4 提高城镇居民投资理财的对策建议 

4.1树立科学的投资理财观念 

现阶段，城镇居民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财意识，但本身所具备的金融知识不足，对投资理财的认知度不高。因此，居民在生

活实践中应当加强金融知识的学习，树立科学的投资理财观念。第一，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理财产品多种多样，收益与风险相

伴随，即使最安全稳定的银行储蓄都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二，要逐步改变单一的银行储蓄行为，积极采取投资组合的方式，

获取最大收益。第三，在投资理财过程中要注意经验的积累，增强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避免盲从与跟随，以面对日趋多样化

的理财产品和工具。 

4.2加强金融专业人员的培养 

金融机构要推出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要扩大市场，必须加强团队建设，提高团队专业素质。第一，要加强对现有

人员的培养，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通过国内外学习、研究、考核等方式，不断提高投资理财人员的专业素养。

第二，在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方面，可以选取金融、投资、理财等专业性较强的学校挑选应届毕业生，运用定向培养、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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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等方法引进人才，为其所用。 

4.3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金融机构要实行积极的营销策略，加大对金融产品的宣传推广カ度，提高网络、报纸、电视等新媒体的宣传カ度，也可以

不定期地开展针对性的金融知识讲座，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讲解，减少居民对金融产品的不了解，増加产品可信度。同时，在对

产品进行介绍时，也不能忽视对产品风险的提示，更不能淡化风险，刻意欺瞒投资者，影响居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信任

度。 

4.4丰富投资理财产品 

金融机构应多调查、走访，根据投资者的需求设计产品，不断丰富产品品种，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投资需求。同吋，

各金融机构在丰富理财产品的同吋，应依据自身的资金实力、风险承受能力及应对能力等方面情况，注意调整产品结构，避免

业务过于集中，不断提高产品层次。 

4.5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设，引导金融机构良性竞争，为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

境。同时，在不断制定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过程中，要注重制度的执行严格，不断规范市场运作模式，以降低金融市场风险，

保障投资者利益。此外，应协助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法和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居民的理财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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