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中国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存款！目标收益从8%

  

当代社会女性能顶半边天，女性的金融健康程度又是如何？

3月4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女性金融健康正在加速发展》(下称“《
报告》”)，根据《报告》的调查研究显示，从平均值来看，相比较于男性，女性的
综合金融健康分值更高，表示其整体金融健康状况更加乐观。具体而言，女性在日
常收支管理和财务韧性方面好于男性；而男性在投资未来和金融能力方面略微优于
女性。

当天另一家机构公布的中国女性财务投资最新调研结果与《报告》的诸多结论不谋
而合。根据富达国际首份全球女性投资理财调研显示，在调研覆盖的所有市场中，
中国是唯一一个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存款的地区，并有73%的中国女性表示她们正
在积极进行财务规划和投资决策。但与男性相比，疫情对于女性在财务上的负面影
响更大，投资知识和信心的不足是阻碍她们实现长期财富积累的主要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通过样本统计和调研所得出的一些结论，颠覆了一些传统
观念和舆论报道。例如，传统观点认为，男性更加敢于冒险，能够承受一定的风险
，女性普遍更加感性，大多只以现金方式进行稳健投资，但从调研数据中，也可以
看出女性购买基金、股票等中、高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并不明显少于男性。再如，
近年来舆论一度表现出对年轻人“过度消费”、“以贷养贷”的担忧，但在此次调
研中，并未观察到严重的过度借贷现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女性对于消费更加“精
明”，受访者中约 59.3%的群体为25-35岁的年轻群体年轻人对于消费有着越来越
理性的认识，消费行为从原来受品牌广告的影响转变为自身需求、商品品质、服务
体验等，为商品本身买单而不是为溢价买单。

女性普遍善于“未雨绸缪”

调查分析女性群体的日常收支管理水平，《报告》发现，已婚女性在“财务计划”
和“是否有足够的钱应对每一天的基本需求”方面的金融健康得分均高于未婚女性
；而已婚女性则相对面临更大的债务压力。

通过访谈课题组了解到，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在婚后更多的负责家庭的收支，日积月
累的经验使其在财务规划和满足日常基本需求上表现得越来越好，但是婚后也往往
面临着更多的财务支出压力，如子女教育、购车购房、父母养老等，从而增加了其
负债压力。年龄在 30-34 岁之间的女性面临着最大的负债压力，而在财务规划和满
足日常基本需求上则是年龄越大，表现得越好。

同时，样本数据显示，学历水平越高，其日常收支管理水平越高。学历水平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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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是在应对每一天的基本需求上，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水平明显比大专及以下学历
水平的人更够更好的满足每天的支出的基本需求，这可能与其所掌握的金融知识和
技能有关。

此外， 调查发现，女性普遍善于“未雨绸缪”，且已婚女性整体的财务韧性好于未
婚女性，主要体现在更高的应急储蓄和应急借贷能力，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已婚女性
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信用积累和更多的来自于家庭的支持。而受访已婚女性在
存钱应对紧急资金需求方面表现略差于未婚女性，这可能与其更多的家庭支出有关
，如子女教育、购买房车等

三大原因致年轻女性消费“降级”

不同于近年来舆论关于年轻人“过度负债”、“以贷养贷”或“拜金消费”的讨论
和批判，《报告》的调研结果显示，上述问题可能并非大众想的那么严重。

“过去没能通过定期存钱、节俭生活来提高自己的金融保障水平。”成为
41%的受访女性最后悔的事情之一。这部分受访者中约 59.3%的群体为25-35岁的
年轻群体年轻人对于消费有着越来越理性的认识，消费降级现象突出。

“消费降级不是消费升级的对立，而是延伸，是消费升级之后回归理性和成熟，消
费行为从原来受品牌广告的影响转变为自身需求、商品品质、服务体验等，为商品
本身买单而不是为溢价买单。”《报告》称。

不过，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王硕也表示，访谈中发现，上述年期群体的消费
降级除了有消费观念更加理性外，也受收入影响。疫情发生后，部分人群遭遇收入
减少或收入中断，对消费也产生一定影响。总体看，造成部分受访女性消费降级的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随着年龄增长，不少女性能够更加理性看待商家的广告宣传；

二是女性对风险的认知越来越高，相应的，对现金储备的观念更强；

三是随着消费观念更加理性，不少女性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学习、投资
上，而非更关注消费。

除了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外，访谈中的大部分年轻人还都提到了“兼职”和“多元收
入”的重要性。类似的这些年轻人不再选择传统意义上的加班或是出卖体力赚钱，
而是把自己的爱好、热情和特长，变成长期坚持的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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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理性消费的同时也是理性负债，而非“过度负债”。近些年，被“
过度借贷毁掉的年轻人”话题不断冲上热搜，舆论一度表现出对年轻人“过度消费
”、“以贷养贷”的担忧。然而，在《报告》的调研中，尽管样本更集中于年轻女
性，但是并未观察到严重的过度借贷现象。

《报告》称，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贷款”的警惕和精打细算
。例如，有女性告诉我们，近期准备买车，虽然有全款支付的能力，但是依然打算
分期购买，因为贷款买车会有一些好处，比如手续费减免等，而且分期付款省下的
现金能用来做些投资，买点收益稳定的基金债券，整体来看比全款买车划算很多；
也有女性告诉我们虽然平时是用花呗，但是几乎不会分期还款，每月按时还款，不
用支付任何手续分。

“由此可见，我们样本中的中青年女性大多对借贷有相对清晰的认识，既不过度借
贷也不排斥借贷，能够更加精明的使用借贷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学
历相对较高(本科及以上)的中青年女性的金融行为。”《报告》称。

不同年限投资经验的女性对投资收益预期分化巨大

对于投资偏好的变化也与传统观念不同。传统观点认为，男性更加理性，更加敢于
冒险，能够承受一定的风险；女性普遍更加感性，对于数字不敏感，大多只以现金
方式进行稳健投资，而很少涉及股票或基金。

然而，在《报告》的样本中，94%的女性购买了基金产品，57%的女性购买了股票
产品，与男性相比并无明显差别。从调研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女性购买基金、股票
等中、高风险金融产品的比例并不明显少于男性。同时，当问到最希望参加的金融
知识培训的内容时，选择“股票基金投资”的受访女性也略微多于男性。

“由此可见，女性投资保守只是表层的性别成见，实际上女性在理财领域存在着更
多的未被理解的、未获得满足的需求。随着当代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参与度上
不断达到新高，传统的观念已不再适用。”《报告》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对理财投资收益的预期分化也较为明显。长投学堂公共
事务部负责人朱燕青对记者表示，问卷及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受访女性受周围亲朋
好友影响，在近两年开始购买基金。不同经验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存在着巨
大差异。

“近2年开始投资的受访者通常期待年化收益达到20%-30%；而10年以上投资经验
的受访者则认为年化收益率8%已经非常不错。”朱燕青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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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预期收益率的巨大分化也是金融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反映。《报告》表示，
尽管投资理财能够为女性带来增加收入的机会，但是大多数女性没能很好的利用投
资理财来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通过线上访谈课题组了解到，“不具备相应的金融
知识”、“缺乏自信心”是导致女性没能进行合理投资理财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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