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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财产性收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初次分 

配、创新金融体系、保障低收入者利益等增加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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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 

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居民的财产不断增加，相应的财产性收入也呈现增长态 

势。但对比发达国家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我国居民的财产性 

收入比重仍处于较低的状态。因而，加速财产性收入增长， 

对增加居民财富，落实十七大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财产性收入的概念、特点 

一 般而言，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 

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家庭拥有的 

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收藏品、车辆等)、不动产(如房 

屋、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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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解释，财产性收 

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 

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 

从中获得的收入。包括银行存款获得的利息，出租房屋获得 

的租金，购买债券获得的债息，购买股票获得的股息或红利 

等。 

财产性收入具有与其他收入不同的特点：(I)拥有财产 

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财产与财产性收入之间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没有财产，自然没有财产性收入；有了财产性收 

入，不仅能进一步增加财产额度，而且还能对其本身予以促 

进；(2)财产性收入是财产所有人通过行使对 自己财产的占 

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而获得的相应收益。⋯ 

因此，要获得财产性收入，财产所有权人必须具有可以自由 

支配其财产的权利，即具有私有财产所有权；(3)财产性收入 

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同，它来源于非生产经营所得，是 

财产的衍生物。由于财产增值的特点，它不需要获得者花费 

全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却往往能以几何级数的规模增长。 

二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居 民生活13益提 

高，财产也较快速积累和增长，由财产带来的收入也同步增 

加。下面将从财产性收入增长态势及比例、来源结构、地区 

及城乡差异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财产性收入增长态势及比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 

资料，我国城镇居民收入近几年呈均衡增长态势，到 2006 

年，人均收入达 到 12719．19元 ，比2002年增 长了 55．54％。 

表1为近五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情况。 

表 1 2OO2—2O06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构成及增长速度 

2oo2年 2003年 2OO4年 20O5年 2OO6年 

人均总收人(元) 

年度增长率(％) 

相对 2oo2年增长率(％) 

财产性收入(元) 

相对 2oo2年增长率(％) 

工资性收入 

相对 2oo2年增长率(％) 

转移性收入(元) 

相对2oo2年增长率(％) 

经营性收入(元) 

相对2oo2年增长率(％) 

8l77．4 9061．22 10128．51 ll320。77 12719。19 

l0．8l 11．78 11．77 12．35 

l0．8l 23．86 31．∞  55．54 

l02．12 134．98 161．15 192 91 244．01 

32．18 57．80 56．34 l38．94 

5739．96 6410．22 7152．76 彻 ．54 涨 ．96 

11．68 24．61 28．77 52．74 

枷 3．16 2ll2．2 2320．73 265O．7 2898．66 

5．44 15．85 27．90 44 ．70 

332．16 403．82 493．87 6／9．62 809．56 

21．s7 48．68 70．35 143．7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OO3—2O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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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 

中用来日常消费的支出则会下降。统计显示，我国居民日常 

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呈下降态势(表 2)，城镇居民思格尔系数 

从2002年的 37．7％下降到 2006年的 35．8％，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从 2002年的46．2％下降到 2006年的 43．O％。居民 

在满足日常所需消费性支出后，财产积累速度在加快 ，财产 

的规模不断扩大。因此 ，在收入快速增长而消费趋缓的同 

时，居民财产性收入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表 1)。2006年，我 

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人为244．O1元，占人均收入的 】． 

92％，比2002年增长了 138．94％。这一增速不仅大大高于 

居民人均总收入增长55．54％的速度，也大大超过同期居民 

工资性收入(52．74％)和转移性收入(44．70％)的增速。 

表2 2002—2006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1307)) 

财产性收入虽趋高速增长，但其基数较小，2006年首次 

突破 200元(表 1)。2002至 2006年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 

人均总收入的比率虽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占居民总收 

入也尚未超过 2％。(见表 3) 

表 3 2002—2006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率(单 

位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2OO7) 

(二)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2O世纪 8O年代初，世界银行来我国考察，其报告中提 

到，我国居民除了将余下的工资存入银行，取得 的极少量利 

息是财产性收入外，再没有别的财产性收入。随着近 2O余 

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财产积累的增加，及近年来股票市 

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我国居民财产的来源从“单一存款” 

到“全面理财”，变得 日益多样。L2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也 

不再仅仅局限于利息收入，还包括股息与红利、出租房屋、知 

识产权、收藏品收益等收入，趋向多元。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由股启、红利、出 

租房屋收入及利息构成。股票和基金市场是我国居民投资 

领域最广泛、最活跃的场所，股息红利成为财产性收入的主 

要来源。2006年山东省城镇居 民人均股息红利收入占财产 

性收入的45．5％；2007年上半年安徽省城镇居民股息和红 

利占比57％。随着房产交易市场的完善 ，利用房产投资，也 

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理财方式。200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出 

租房屋收入比重为 26．3％，江苏省连云港市为 26．6％。银 

行储蓄这一传统理财方式虽仍不失为安全可靠、简单易行的 

方法，但其收入占比趋降。根据 2007年央行城镇储户问卷 

调查显示，在居民拥有的最主要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占比 

近两年来不断下滑。2005年二季度到 2007年二季度，居民 

家庭拥有的最主要金融资产中的储蓄存款占比累计下降 15 

个百分点。如山东城镇居民人均利息收入，从 2002年的 19． 

2％降至 2006年的 17．0％。 

在我国农村地区，通过房屋租赁、股票基金获得收入的 

居民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农村，居 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相对单一。 

储蓄所得利息是他们财产性收入的唯一来源。 

(三)财产性收入差异分析 

1、地区差异分析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表 

4)。2006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 

的2．10倍和1．92倍；东部地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321． 

67元，高于全国244．O1元的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城镇 

居民财产性收入分别是 153．42元、167．73元，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2006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超过 244元的 9个省 

份有 6个集中在东部地区，在财产性收入排名前十位的省市 

中(表 4)，东部地区占7个，西部地区2个 ，而中部地区只有 1 

个。位于后十位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表 5)，中、 

西部各占5个。例如，浙江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888．78 

元，居全国首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4倍。甘肃省财产 

性收入最低，仅 32．14元。两省间的财产性收入之比为 27． 

65：1。 

表4 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单位： 

元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计算) 

表5 2006年排名前十位和后十位省市的财产性收入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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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差异分析 

依据近五年我国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增 

长速度情况(表 1、表6)，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低于城镇居 

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水平 ，不到城镇居民的 50％，比率逐年下 

降(表7)，从2002年的49．63％下降到2006年的41．19％。 

其增长速度也低于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2006年，农村居民 

财产性收入相比2002年增长了98．30％，低于城镇居民138． 

94％的增速。 

表 6 2002—2006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增长速度 

20O2年 2003年 2OO4年 2005年 2OO6年 

人均财产性收入(元) 50．68 65．75 76．61 88．45 100．50 

相对20O2年增长率(％) 29．74 51．16 74．53 98．3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2OO7) 

表 7 2002—2006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 民财产性收入比率 

(单位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2003—2007) 

三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者报酬占 GDP比重呈下降趋势，限制了居民 

扩展财产性收入的基础 

财产性收入来源于财产 ，而财产又形成于原始的收入。 

财产的存量性与收入的流量性，揭示了财产与收入之间的互 

动关系。只有收入增长了，才能带动居民财产的积累；也只 

有财产的积累，才能使居民“以财变钱”促进收入的增长。在 

我国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报酬以工资性收入形式体现。 

从近五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情况看(表8)，工资性收 

入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见，现阶段我国居民的财 

产大多是通过劳动报酬积累而成。 

表 8 2002—2006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总收入比率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2OO7) 

近年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 

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体现出较大的不公平性。 

2002年至2OO6年，劳动者报酬逐步下降(表 9)，占 GDP比重 

从 50．92％下降到 40．61％。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初次分配 

后，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甚至 

达到 65％。资本分得太多 ，劳动分得太少，是导致我国居民 

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他们不能依靠劳动所得变得 

富裕 ，从而失去了财产性收入之源。 

表 9 2002—2OO6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构成(单位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2OO3—2OO7) 

(二)财产性收入来源虽趋多元，但获得的途径比较狭窄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介绍，2OO6年我国 

城镇居民人均出租房屋收入占全部财产性收入的51．8％，人 

均股息与红利收入占22．9％。可见，居民财产增长的渠道集 

中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居民要对其财富进行处置就必须要有合适 的金融市场 

与金融工具。 目前，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股票和基金占主 

导地位，相比发达国家居民，投资渠道和理财产品比较单一。 

而在美国，除了股市和自主投资实业之外，债券、信托、资产 

证券化等市场都非常发达，尤其是抵押贷款证券化，是美国 

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居民不仅可以进入股票市场投资，还 

可以进入债券、信托、资产证券化市场进行投资理财；同时， 

各市场中的金融理财产品非常丰富，比如产业投资基金、房 

地产投资信托、土地信托等。而我国这些市场目前有的还刚 

刚萌芽，有的还未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市场不完善，投资工 

具稀少，我国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渠道少。特别是中西部的 

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金融机构稀缺，没有证券投 

资市场，金融产品只限于存款、取款、贷款和一般汇兑。 

(三)居民理财意识未觉醒，财产性收入比率远远低于发 

达国家 

国民财产性收入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 

裕程度的重要标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 

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非常低。以美国为例，财产性收入是美 

国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占比为40％o[61究其原因，除发 

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货币、资本、保险、信息等市场的多 

层次多结构金融市场体系及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与社会保 

障制度外，我国居民的理财意识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我国居民传统观念认为银行储蓄是最安全、最稳妥的理 

财方式。事实上，如果利率处于很低的水平，长期而言，将资 

金存在银行却不是明智之举。其次 ，我国居民还存在自己是 

消费者而不是投资者的观念，只将看得见的物质财产作为财 

富而缺乏投资意识。在美国，9o％以上的公民拥有股票、基 

金等有价证券。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 

2OO6年约有48％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年平均回报率 

为 11％。而截至2007年 10月初我国股市开户数虽达 1．2亿 

户 ，但真正参与交易的股民数只有 40O0多万 ，比例约 3％。 

且美国居民注重层次化投资，即在专业理财机构的指导下进 

行保障性投资再进行积累性投资。而我国居民大多自己安 

排资产，要么急功近利要么过于保守。再次，财产有两面性 ， 

任何财产能给财产所有人带来收入，也能带来支出。由于我 

国居民在理财活动中相关知识储备不足，绝大部分人对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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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的认识还相当肤浅，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缺失 ， 

所以宁愿不做不错。 

四 增加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建议 

(一)探索新方式增加劳动者报酬，完善初次分配 

经济的发展，是居民收入增加的前提。所以，各地区应 

继续加快经济发展，将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第一要务。 

通过经济的增长，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从而累积更多的财 

产，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创造可能。在加快经济发展，增加 

居民收入之余，应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 

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初次分配有利于实现有限资源 

的合理配置，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高效率的投资热 

情，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所以， 

初次分配中也应注重公平的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为更多的 

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提供经济基础。完善初 

次分配既要增加劳动者报酬也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因此， 

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可以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来完善其 

分配结构。例如，企业可以为员工增加报酬 ，但这部分报酬 

不以工资的形式直接支付，而以某种形式(如股权)再投入企 

业生产，产生的利润将成为员工的财产性收入。_g 

(二)创新金融体系，拓宽居民投资理财渠道 

目前，我国虽已基本形成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 

市场共存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发育尚不完善，资本市场还处 

于初级阶段。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积 

极推动多层次股票市场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证券、债券、信 

息和技术等市场。以获利较快、风险较小的渠道为基点，以 

爪l『生化 、差别化服务为核心，逐步扩大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 

的开发。比如积极培育包括存贷款市场、票据市场、回购市 

场、短期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内容的货币市场； 

通过开发境外投资产品，如 QDII，积极发展外汇交易市场；积 

极探索和发展利率、汇率和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市场。同 

时，还应积极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构建多元化、竞争合 

作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开发既益于城镇居民叉利于农村居 

民的投资理财工具和产品。 

(三)保障低收入者利益，提升居民理财观念 

政府只有最大程度地给予居民财产生长权利，才能不断 

增进居民财产性收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对于社会弱势 

群体，政府应完善保障制度给予适当的福利救济；对于更有 

可能被低收入者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减免税费，而对于更有可 

能被高收入者获得的巨额财产性收入，根据暴利程度采取不 

同的累进税率。在农村，应推进土地制度创新，让更多农民 

获得集体土地 的增值收益 ；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 

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积极探索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取得分红、收取租金收入等流转 

形式。抓紧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和私人住宅所有权抵 

押的办法，让农民财产的价值得到体现；完善农用土地征用 

制度，提高补偿标准，切实保障农民利益。_9 

引导调动居民理性理财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 

收入者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居民利益得 

以保障的前提下，政府还应当为居民提供信息服务，指导他 

们的理财行为 ，转变其封闭的本土理财观为开放的全球理财 

观。使其在对基本的理财知识及工具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根 

据自己的财务状况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从而养 

成良好的理财习惯，实现财产理性持续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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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domestic residents’property income，this paper explored the property in— 

come problems in our country．By that，it put forward following proposals tO increase the residents’property income：improve the initial distri 

bution，innovat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guarantee the lower—income households’inter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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