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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储蓄分三个部分：
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
储蓄，其中居民储蓄代表个
人（家庭）的储蓄水平。

长期以来，舆论普遍认
为高储蓄率源于中国百姓
爱存钱的习俗。然而，事实
证明这种认识有很大偏差。
实际上，近十几年来，中国
国民的高储蓄率中，有很大
一部分并不是源自普通人
的钱袋，而是源自政府和企
业的储蓄。来自国际清算局
的数据就显示， 在2000年
到2008年间， 中国国民总
储蓄增长中有80%源于政
府及公司部门，并非来自家
庭。

统计显示， 从1992年
到2012年， 中国国民储蓄
率从35%升到了59%，其

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
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
总体却没有变，1992年为
20% ，2012 年 依 然 是
20%。

金融业宏观分析师王
涵表示， 与其余发达国家
相比， 中国企业部门的储
蓄占比明显较高， 截止到
2015年底， 中国企业部门
存款余额占GDP的64%，
而 美 国 和 日 本 均 不 足
15%。因此，中国接近50%
的国民储蓄率有企业部门
的重要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吴敬琏也表示，一般
国家都以居民储蓄为首，然
后是企业储蓄、 政府储蓄，
而中国的储蓄结构却刚好
相反。

我国人均储蓄超4万元，世界第三
那么有钱为什么还不敢花？

国际排名而言，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
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并且长期位列第一。
2005年，中国储蓄率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
率仅19.7%。2015年， 中国储蓄率的最新数据是
46%。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美国中
央情报局2015年度《世界概况》显示，中国收入储
蓄水平排世界第三， 仅次于中东石油出口国卡塔
尔和科威特。

但是这种高储蓄率的说法与大家的生活经验
显得格格不入：没有多少钱可存，普通白领多都是
“月光族”， 金领银领也为每个月的按揭贷款焦头
烂额。那么，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否意味着居民有钱
不想花？

《经合组织观察家》(the�
OECD�Observer)上的一篇文
章这样分析中国人花钱的谨慎
态度： 中国的高储蓄率在某种
程度上是一种“积谷防饥”的“预
防性储蓄“。多数人存钱不是不
想花，而是不敢花。

中国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
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
机， 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
收入。正如吴敬琏所言：

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
缓慢，内需不足，社会保障不充
分和预期不稳定等， 都使居民
非常看重储蓄。

然而， 我国的买房费用、子
女教育费用、 养老费用等却一
路飙升。

在中国， 对很多结了婚有了
子女的人来说， 子女的教育费用
必须要提前攒，而且得尽早攒。孩
子生下来就要有奶粉钱、尿布钱，
从上幼儿园到大学又得烧一大笔
教育钱。

买房也需要一笔不小的积
蓄。 据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

需要太长时间， 迈阿密需要4
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
5.9年。而如今高昂的房价，让大
部分中国人都必须节衣缩食一
辈子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业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称，国民
储蓄率偏高的核心因素之一是
中国社保体系不够完善。 这在
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的“不
安全感”，促使他们更多地存钱。

另外， 中国居民投资机会
少，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

当然，这些年来情况已开始
在发生变化。《安联全球财富报
告》显示，中国家庭的分散投资
进程正在继续， 家庭金融资产
投资已越来越注重绩效， 把资
产从低收益的储蓄账户转向高
收益的银行和理财产品。

总之，“有钱不花”、“没钱可
花”和“有钱也不敢花”都是中国
高储蓄率下存在的现实情况。而
对国人来说，“有钱不花”显然不
是主流。

■据《每日经济新闻》

数据显示，2015年一
年， 中国的居民新增储蓄的
存款就超过了4万亿人民
币，2008年以来， 中国的居
民储蓄累计增加了35万亿
元。

按照统计局最新公布
的全国总人口 13.7亿计
算，我国居民人均存款已经
达到40291元人民币，首次
突破4万元大关。然而，收入
差距使不少中国人仍然无钱
可存。那么，人均4万的居民
储蓄来自谁？

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曾对8000多户中国家庭进
行调查，并发布《2015中国
家庭金融报告》。报告指出：

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
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55%
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

蓄，而收入最高的10%的家
庭储蓄率为60.6%，储蓄金
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
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
率为69.02%， 储蓄金额占
当年总储蓄的61.6%。

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储
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

统计显示，高净值家庭
主要居住在北京、 上海、广
东、浙江和江苏。而这几个
地方都是近年来资金存量
排名靠前的省市。

此外，不同家庭之间收
入和消费的差距非常明显，
样本前1%的高净值家庭人
均收入75.6万元，储蓄率高
达67.5%。而普通家庭人均
收入6.2万元，总消费4.6万
元，储蓄率25.8%。可见普
通家庭真正拥有的钱并不
多。

储蓄率高并不等于居民储蓄多

中国居民储蓄多来自高收入家庭

收入增长慢、社会保障不充分

2015年，中国人
均储蓄率46%，高居
世界第三

从幼儿园到大学直至留学，一名中国孩子大概所需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