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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阶层分布1



工薪阶层分布

工薪阶层数量庞大，是构成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主力

全国就业人口中有26%为工薪阶

层。根据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

至2016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

77603万人，由此推算出全国工

薪阶层人口数约为2亿人。

工薪阶层是指依靠务工获取薪金收入的人员。

本报告中我们将受雇于他人或企业，并签订了正规劳动合同的人群，无论收入高低均定义为工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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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阶层分布

80后和90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工薪阶层占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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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FS 2017

全国就业人口中有26%为工薪阶层。



工薪阶层分布
东部和一线城市的工薪阶层占比较高

七成工薪阶层的年工资性收入超过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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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均值为5.7万元，中位数为4.3万元

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分布

全国有26.9%的家庭属于工薪家庭

狭义工薪家庭：家庭中所有劳动力人口都是工薪阶层的家庭。

广义工薪家庭：除包含狭义工薪家庭外，还包含家庭劳动力人口中至少有一人是工薪阶层的家庭。

注：本报告对比了狭义工薪家庭和广义工薪家庭在财富、收入、支出、负债等方面的差异，发现二者非常相似，为了便于和非工薪家庭
对比，本报告以下部分的工薪家庭均指狭义的工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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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狭义工薪家庭 广义工薪家庭

工薪家庭占比

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分布

工薪家庭资产、收入和消费处于较高水平，生活品质较高

数据来源：CHFS 2017

资产：工薪阶层——177.6万；

非工薪家庭——9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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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7.9 
5.6 

平均收入（万元） 平均消费（万元）

工薪家庭 非工薪家庭



工薪家庭分布

工薪家庭的少儿抚养负担较非工薪家庭重，且少儿教育支出额度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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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分布

工薪家庭的房产占比高于非工薪家庭；

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呈两极分化的特点，且工薪家庭中有较高风险的占比较高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0

(0,0.06]

(0.06,0.12]

(0.12,0.18]

(0.18,0.24]

(0.24,0.30]

工薪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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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7.7%

工薪家庭资产结构

房产 金融资产 工商业资产 其他资产

非工薪家庭房产占比分别为73.0%
数据来源：CHF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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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的作用

合理的信贷可以促进家庭财富的增加，刺激家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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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增长（2013-2017）

消费增加额（万元） 年均消费增长率

主动负债家庭2013至2017年财富和消费增长速度均快于被动负债家庭。

数据来源：CHFS 2013、2017

主动负债：家庭有投资性负债、经营性负债和房产负债；
被动负债：家庭仅有教育负债和医疗负债。



工薪家庭信贷需求

工薪家庭的信贷需求高于非工薪家庭，其房产信贷需求较大

26.5

13.3

工薪家庭 非工薪家庭

平均信贷需求额（万元）

84.9%

10.9%

4.2%

工薪家庭的信贷需求额结构

房产信贷需求

消费信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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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18.8%

24.8%

非工薪家庭信贷需求额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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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信贷需求

数据来源：CHFS 2017
信贷需求：包括家庭已经获得的正规和非正规借贷，和尚未满足的资金需求。



工薪家庭信贷需求

工薪家庭房产信贷需求较大的原因：工薪家庭中计划购房家庭比例较多

87.5%

25.3% 22.9%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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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持有率与计划购房比例

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计划借入资金渠道

工薪家庭更愿意从银行借入资金

但在消费信贷上，工薪家庭向非银行渠道借款的倾向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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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信贷获得

工薪家庭的信贷获得高于非工薪家庭

40.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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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参与率 资产负债率

信贷实际获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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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家庭 非工薪家庭

平均信贷获得额（万元）

数据来源：CHFS 2017，城镇样本



工薪家庭信贷获得

工薪家庭实际获得的信贷中，房贷占比最高；消费信贷中车辆信贷占比最大

86.3%

9.2%

4.5%

工薪家庭信贷获得额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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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信贷缺口

仅有一半家庭的信贷得到了满足

工薪家庭和非工薪家庭均存在较大的信贷缺口,尤其是消费信贷满足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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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信贷区域特色

城镇工薪家庭的信贷参与率较高

广东、浙江、上海的资产负债率增长较快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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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7.0%

信贷参与率 资产负债率
城镇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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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F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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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家庭信贷变化

家庭信贷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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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 数据来源：CHFS 2013、2015和2017



工薪家庭信贷变化
消费信贷迅猛发展：

工薪家庭的消费信贷额增速高于房产信贷额增速，互联网参与率较高。

20.2%

15.3%

25.7%

12.5%

工薪家庭 全国家庭

家庭信贷额增长（2013-2017）

房产信贷额年均复合增长率

消费信贷额年均复合增长率

数据来源：CHFS 2013、2017

15.7%

4.3%

工薪阶层 非工薪阶层

互联网金融参与率



工薪家庭信贷变化

方式灵活是工薪阶层选择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原因

54.2%

9.1%

8.0%

6.8%

6.6%

5.2%

3.8%
6.3%

工薪家庭选择互联网消费金融获取资金的原因

方式灵活 方式新潮

利息不高 分期偿还压力小

自身资金不足 无需抵押/担保

审批快 其他

数据来源：CHFS 2017



工薪家庭信贷变化

工薪阶层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上的平均借款额为4千元

且92%以上的家庭会提前或正常还款

3837
4407 4396

30岁以下 30到40岁 40到50岁

平均借款金额（元）

13.7%

79.0%

3.5%

3.8%

38.5%

60.0%

0.9%

0.1%

0.5%

提前偿还

按时偿还

逾期偿还

无力偿还

未开始偿还

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客户还款情况

小花钱包数据 CHFS调查数据

数据来源：小花钱包业务数据、CHFS 2017数据来源：小花钱包业务数据



消费金融平台TOP20

排名 企业名称 综合评分 排名 企业名称 综合评分

1 蚂蚁金服 100 11 拍拍贷 83

2 微众银行 99 12 分期乐 82

3 招联消费金融 95 13 宜人贷 81

4 捷信消费金融 94 14 人人贷 80

5 平安普惠 93 15 苏宁消费金融 79

6 京东金融 90 16 美利金融 78.5

7 中银消费金融 89 17 马上消费金融 78

8 中腾信 88 18 百度有钱花 77

9 小米小贷 87 19 易鑫车贷 76.5

10 趣店 85 20 米么金服 76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及公开信息

排名计算：根据市场已有公开信息，从注册资本、股东背景、贷款期限、产品利率、放贷规模、在贷余额、资金来源、持牌情况、放款速度、坏账率、
风控水平、盈利情况等维度，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现有的消费金融平台进行评分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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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负债率的中美对比

中国家庭负债低于美国，但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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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SCF 2007、2010、2013、2016数据来源：CHFS 2013、2015和2017，城镇样本



家庭负债率的中美对比

中国与美国类似

70、80及90后的信贷参与率和负债率远高于其他家庭，80后较为突出

42.1%

53.5%
45.6%

35.2%

15.9%

73.7%

84.8% 87.3% 84.4%

66.9%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50后

中国信贷参与率 美国信贷参与率

7.4%
10.5%

8.3%
5.4%

2.8%

30.2%

46.3%

28.6%

14.1%

6.1%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50后

中国资产负债率 美国资产负债率

数据来源：CHFS 2017城镇样本、美国SCF 2016



工薪家庭债务风险

整体来看，中国家庭的债务收入比低于发达国家，但处于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CHFS 2013、2015、2017和OECD官方网站；
美国、日本数据最早到2015年，韩国数据为2013、2015和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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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家庭债务风险

需警惕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

相比工薪家庭，非工薪家庭的偿债风险更需警惕

非工薪家庭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占比较高

28.5%

15.1%

10.2%
7.9%

6.3%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债务收入比大于4的家庭占比
70.6%

65.2%

18.2%

14.6%

11.3%

20.2%

工薪家庭

非工薪家庭

有债务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分布

0-2 2-4 >4

数据来源：CHFS 2017

收入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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