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一季度数据解读

2017 年第一季度家庭季度调查依托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5 年的家

庭金融调查固定样本框进行，根据家庭所在地区、城乡及家庭资产状况等特征进

行分组并按照规模比重随机抽取样本，总共抽取 5000 余户，根据无应答率及拒

访率进行有效换样，最终得到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3585 户家庭调查问卷。

本季度回访调查，内容包括家庭住房情况（是否新购/出售住房、房价预期）、

家庭资产负债（总资产变动、家庭负债、家庭工商业经营盈利情况）、家庭消费

（消费信贷、汽车消费）、工作与失业。针对家庭住房、资产负债及家庭消费问

卷调查情况，数据解读如下：

一、城镇家庭住房变化

1. 楼市“冷热不均”，分化明显

根据今年一季度调查数据，过去半年里，有 5.4%的城镇家庭购房，其中一二线

城市购房家庭比例分别 5.8%和 5.9%，其他城市购房的家庭比例仅为 4.8%。楼

市在不同城市中依然呈现出“冷热不均”的阶段性格局。反观卖房市场，有 2.7%

的城镇家庭出售或转让住房。



2.有房买房或高资产买房现象突出

从 2015 年家庭住房拥有情况来看，有房家庭新购住房的比例远高于无房购房的

家庭比例。2015 年有一套房和多套房的家庭中，于过去半年间，新购房的家庭

比例分别为 5.3%和 5.9%；而 2015 年无房家庭中新购房的比例仅为 4.9%。按

资产状况将家庭分类，富裕家庭购房比例最高，达到 7.0%。



3.炒房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高资产家庭

购买改善型住房，包括因为子女教育而购买学区房、自有住房离工作地太远、换

房、购买养老/度假住房，几乎是所有家庭共同的住房诉求。而与其他家庭相比，

富裕家庭购房的原因更多是为投资，即将持有住房出租或出售以赚取差额。

二、城镇家庭房价预期

1.城镇家庭普遍看涨房价，买房者及 80 后尤甚



通过询问受访者对目前居住地未来三个月的房价变化构造房价预期指数，城镇家

庭的房价预期指数为 118.1，看涨房价。新购房家庭的房价预期指数更是高达

132.2，无论购房缘于刚需、改善还是投资，对房价的看涨预期可以说是推动房

产购买交易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相比购房家庭，卖房且非购房家庭的房价预

期指数明显较低，仅为 112.7。

将 1960 年以前出生的简称为 60 前，把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简称为 80 后+。

各年龄段房价预期指数均高于 100，其中 80 后+（包括 90 后）户主预期房价指

数高达 124.5。



2.预期地区间房价差异会缩小

分城市类别看，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房价预期阶梯型下降；从时间

趋势上看，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其他城市房价预期指数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表

现为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房价预期增速之差从 2016 年一季度的 17.7%降低到

2017 年一季度的 3.1%；而二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房价预期增速之差也从 2016

年一季度的 18.5%降低到 2017 年一季度的 5.0%。

3. 一季度中高财富家庭房价预期偏高

类似地区间房价预期差异随时间趋势在缩小，2016 年不同财富水平家庭对房价

预期的判断也逐渐趋于一致。但 2017 年一季度，中高财富家庭提高了其房价预

期，低财富水平组房价预期远低于中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房价预期。



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家庭财富分化严重

一季度全国家庭总资产变动指数为 93.2，其中城镇和农村总资产变动指数分别

为 96.5 和 88.1，资产变动指数均小于 100，家庭总资产处于缩水状态。经过资

产规模加权，即资产规模较大的组赋予较高的权重，调整权重后全国家庭总资产

变动指数为 100.1，城镇家庭总资产变动指数为 100.2，农村家庭总资产变动指

数为 99.5，均高于未赋权的家庭总资产变动指数。说明资产规模较高的家庭其

资产呈增加状态，而资产规模较小的家庭其资产为缩水状态，即“富者俞富，穷

着俞穷”，通过对比不同资产规模家庭的总资产变动指数印证了这一事实。除富

裕家庭外，其他资产规模组的家庭总资产变动指数皆小于 100，资产在减少。



四、汽车消费

1. 近两年家庭汽车拥有率显著提升

2015 年至今家庭汽车拥有率显著上升，全国汽车拥有率从 2015 年的 24.1%上

升到 2017 年 3 月份的 38.9%。城乡家庭汽车拥有率都显著增加，分别增加 15.5%

和 14.7%。



2.二线城市汽车拥有率增加较快，东北及华中地区有待发展

从城市类别看，一二线城市的汽车拥有率较高，但二线城市汽车拥有率增加较快，

增加了 19.4%。从七大区域看，华中及东北地区汽车拥有率偏低，增速也偏低。



3. 80 后及中等资产水平家庭汽车拥有率增加较快

从户主年龄分布看，年轻户主家庭汽车拥有率高，且增速快。从资产规模来看，

越富裕的家庭汽车拥有率越高，但中等资产水平家庭的汽车拥有率增加迅速，其

次较高资产水平组和较低资产水平组汽车拥有率也分别增加 14.8%和 14.3%，

增速较快。



4. 购车三大因素：价格、性能和口碑

计划购车的群体中，有 69.5%考虑价格、55.0%的人考虑车辆性能、有 49.7%

的人考虑品牌口碑。其中，男性考虑因素更加全面，主要体现在男性在各因素的

考虑上均高于女性；而不同女性的购车侧重因素不同，考虑外观的有 28.3%，

考虑车内配置的有 29.6%。从年龄看，除价格、性能和口碑外，车辆外观和车

内配置也是 60 后和 80 后的主要考虑因素。





5. 低资产家庭看重价格，中高资产家庭重外观

从家庭资产水平看，低资产家庭更在意价格，而中高资产水平相比低资家庭更看

重外观。仅有 27.9%的低资产家庭考虑外观，而中高资产水平考虑车辆外观的

分别占 34.7%和 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