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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之下“新居民”金融生态调研 

     ——基于“德清样本”S 镇的实证调查 

 

 

摘要：国务院正式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城乡

二元制时代的终结，而作为全省首个根据国务院、浙江省关于积极稳妥实施户籍

制度改革相关文件要求的试点县德清，在 2013 年已经正式取消农业、非农业户

口性质划分，实行新居民居住证制度，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历时 3年的德

清进入全面深化“户改”阶段。我们团队暑期对德清县洛舍镇进行了实地走访和

社会调研，从金融的视角观察“德清样本”，着眼于户籍改革带动的经济消费、

增加收入、创造财富、聚集财富、配置财富等现状，关注户改后“新居民”的金

融生态，思考新的财富需求点推进“新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能够发现农

村社会结构变迁格局下的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平衡，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观

察“金融城镇化”。同时提出对策和建议，希望能够给浙江省乃至给全国户籍改

革带来有益信息，尤其对于目前正在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等地实施的“新居

民”户改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德清样本  新居民  金融生态   金融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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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户籍改革,解开人与城的枷锁，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实现了身份上的统一，标志着城乡二元制时

代的终结。 

浙江德清县，作为全省首个根据国务院、浙江省关于积极稳妥实施户籍制度

改革相关文件要求的试点县，2013 年，正式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调整户口迁移制度，实行新居民居住证制度，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2016

年，历时 3年“德清样本”进入全面深化户改阶段。 

我们在思考，提前迈开步伐的德清，在这 3年带了怎么样的改变，是“润物

无声”还是“翻天覆地”，人们从 “农民”变成“新居民”带来哪些影响，新建

的户籍秩序下带来了怎样金融生态，“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如何，德清样本是

否实现了城乡同质，普惠均衡。这些答案能给浙江省乃至给全国户籍改革带来有

益信息，尤其对于目前正在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等地实施的“新居民”户改

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议，而我们的调研就从“德清样本”开始，在“人的城镇化”

过程中观察“金融城镇化”。 

 

一、 调研背景及调研意义 

（一） 调研背景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

到 2020 年，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改革

制度，“户籍改革”拉开大幕。2015年，浙江省紧锣密鼓地制定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到全面放开县（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大

中城市落户限制，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到 2020 年，基本建立

新型户籍制度。 

而在国家户籍改革新政推出之前，浙江户籍改革的前哨已经在德清县吹响， 

2013 年，德清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县，正式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并

实行改革“三步并进”：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取消各种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为“浙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967459/1453964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398/68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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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居民户口”,成为浙江第一批“新居民”。先行先试，提供户籍改革实践经验，

这既是浙江省开展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一项探索，也是在为上层决策提

供了实践经验和运作样板。历时 3年“德清样本”雏形已显，现今进入全面深化

户改阶段。 

我们在思考，提前走了一步的德清，在这 3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润物

无声”还是“翻天覆地”，人们从 “农民”变成“新居民”带来哪些生活改变，

新建的户籍秩序下带来了怎样金融生态，“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如何，这些都

是在浙江省乃至给全国户籍改革带来有益信息。 

户籍改革也牵动金融市场的神经，我们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发现：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我们也在《德清县新居民居住证申领及相关配套政

策暂行规定》中看到：居住登记在德清的新居民，可享受就业培训、社会保险、

子女教育、住房保障、计划生育、医疗卫生、帮扶救助等 12大类 36项政策待遇。

这意味着，户籍改革将拉动经济消费、增加税收、创造财富、聚集财富等，引发

新的财富需求点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调研起源于“户籍改革”，落脚于身边的“德清样本”，关注于

户改后“新居民”的金融生态，从而发现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格局下的金融需求与

金融供给平衡，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观察“金融城镇化”。 

 

（二） 调研意义 

我们团队想通过对“德清样本”的观察、调研和实证分析，来深入了解德清

居民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户改后的金融需求、金融生态是否发生转变，包括收入

水平、就业情况、理财现状、融资需求、养老保障，以及侧重对户改后金融满意

度进行调研，看一看德清“新居民”是否能够进得来、安得下、融得进。 

1. 观察金融城镇化进程 

德清试点，打破城乡壁垒实现迁徙自由，激活农村资产促进城乡流动，普惠

改革红利让更多人融入城镇，这是德清户改的特色，带动金融城镇化，最终的目

标是实现人的城镇化，我们调研正是想从土地资本化到新型城镇化发现金融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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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 了解“新居民”理财需求 

从农民变成“新居民”，是否只是一个称呼的改变，还是从本质上发生了改

变？收入是否得到提高，新的资本群体是否形成；作为户籍改革的各项配套政策

的是否跟进与落实，即消除依附在户口性质上的如医疗、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

的差别待遇，家庭理财需求是否满足；金融机构是否多元化，有没有服务于集体

土地流转和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机构出现等等，都是我们想通过此次调研去探索发

现的。 

3. 描绘“新居民”的金融生态 

我们的调研主题，金融生态是从广义角度来说的，侧重于金融服务及家庭需

求现状分析，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

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我们选取了几个重要因子：收入水平、就业情况、理财

现状、融资需求、养老保障来评价“新居民”对目前金融政策和支持的满意度，

描绘出“新居民”的金融生态。 

 

（三） 案头调研 

我们对德清县的基本情况做了前期的了解。德清县经济发达、城乡差距较小，

为户籍制度改革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基础。从经济数据来看，2015 年德清县共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GDP）392.7 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居湖州市三县二区第

二，高于全市平均 0.3 个百分点，三产比例高，其中金融业增速排第一。2015

年年底，德清县顺利通过省级金融部门考评，跻身省内首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市、

区)试点。 

德清县辖 4个街道、8个镇：武康街道、舞阳街道、阜溪街道、下渚湖街道；

乾元镇、新市镇、洛舍镇、新安镇、雷甸镇、钟管镇、禹越镇、莫干山镇。我们

选取了洛舍镇作为此次调研对象，走访了雁塘村（北大爿、杨树湾）、洛舍村、

三家村、东衡村。选取洛舍镇的原因一是，洛舍镇有着自身的特色产业，极具新

农村建设的代表；原因二是洛舍镇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水平，作为样本较为合

适；原因三，洛舍镇东衡村确定农商银行的试点村，率先在该村开展新一轮农村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BA%B7%E8%A1%97%E9%81%93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3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96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3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2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3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3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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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原因四，因为调研人员有限，集中于较为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深入走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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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研方案 

（一） 调研目的 

具体目标 1：“新居民”的基本人口信息； 

具体目标 2：“新居民”的收入及就业情况； 

具体目标 3：“新居民”的理财需求，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 

具体目标 4：“新居民”的金融选择行为，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 

具体目标 5：“新居民”的金融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分析。 

 

（二） 调研设计 

1. 描述性研究设计 

采取访问法和案头调研法的调研方法，以收集资料了解“德清样本“的状况，

确定相关变量出现的频率并且强调多个变量之间的联系。 

2. 交叉分析设计 

交叉分析可以很好的区分不同年龄，职业，年龄等等有差异的人群的在相同

问题上的不同特点和区别。 

3. logistic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可以很好的解释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我们利用这个回

归来解释金融选择行为和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三） 调研对象 

本调研以德清县洛舍镇“新居民”为调查对象，具体是是指在本地户籍人员

和在本县居住的人群。主要包括四种对象：一是本地户籍人员,二是外省（直辖

市、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德清县居住的；三是本省户籍人员跨市区、县（市）居

住的；四是本市户籍人员跨市区、县居住的。 

 



 

7 

 

（四） 问卷的设计与调整 

针对问卷的内容和结构，调研小组与多名老师和专家进行多次探讨，根据他

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正，并根据预调研对问卷的编排和措辞进行修改

和完善。调研小组由指导老师和学生成立，小组的成员有一人来自德清，其余同

学奔赴德清，利用假期的时间对调研对象进行实地的、认真的调研，为了确保调

研的真实有效性，小组成员进行了十分及时和有效的沟通，来确定调查对象，问

卷的发放与回收，以及数据的录入和信息的反馈。 

（五） 资料收集 

1. 问卷预调研 

进一步完善问卷的结构和语言表达，进行了问卷预调研，通过预调查发现，

问卷的结构设计较为合理，但是在语言的表达和问题的设置上存在着一定的问

题，有些问题的设计不大合理，我们进行更正和修改。 

2. 数据收集处理 

本次调研采取限定区域的随机抽样，调查时间是在 2016年 8月 10日-25日，

调查以现场发放和入户调查的形式进行。调研的调查共发放问卷 670 份，回收 

630份，回收率为 94.02% 。其中，剔出无效问卷外，剩余有效问卷为 600份，

有效率为 95.23% ，有效调查对象 600个家庭。 

    在此次调查过程开展中，对收集回来的每份问卷实行自查和复查，及时发现

和纠正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在调查结束后随机抽取一定的问卷进行研究对象，重

复调查，对问卷内容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 Kappa系数值为 0.87>0.80，因

而认为该次调查资料是可靠的。 

（六） 调研组织实施计划 

2016年6月13 日—6 月20 日明确调研问题和目标 

2016年6月22日 设计调研方案和计划 

2016年6月23日—6 月25日 设计并预试问卷调查表调查表并进行预调查 

2016年6月26日—6 月27日针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并调整调查问卷，形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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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问卷 

2016年7月1日—8 月30日 确定调研样本，收集资料、进行正式调查 

2016年9月1日—9月5日  对资料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2016年 9月 5日—9月 18日 撰写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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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调研数据描述性分析 

（一） 信度分析 

信度，又称可靠性程度，用于分析一种测量方法所得的结果的前后一致性水

平，并以这种一致性程度为指标来评定量表与测量方法的可靠性。本次调研中对

各类满意度的信度检验乃根据各层面之题目计算信度系数（Cronbachα），以了

解问卷得分的一致性，对信息满意度、贷款难易度、金融环境满意度、“新居民”

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分析。Cronbach's Alpha 值为 0.745，去掉贷款难易度项目

后 Cronbach's Alpha 值 0.813，提升问卷测试的可靠性，整体影响不大。说明

调查问卷在信息、贷款、金融环境、生活满意度调查方面一致性信度较高。 

 

表-1 项统计量 

 均值 标准偏差 N 

信息满意度 6.20 1.724 598 

贷款难易度 2.43 .833 598 

金融环境满意度 6.02 1.829 598 

“新居民”生活满意度 6.08 1.718 598 

 

表-2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745 .717 4 

 

表-3 项总计统计量 

 

项已删除

的刻度均

值 

项已删除

的刻度方

差 

校正的项

总计相关

性 

多相关性

的平方 

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 

Alpha 值 

信息满意度 14.54 12.567 .575 .377 .665 

贷款难易度 18.30 20.227 .219 .052 .813 

金融环境满意度 14.71 10.390 .749 .608 .545 

“新居民”生活满

意度 

14.65 11.910 .650 .509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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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描述性分析 

1. “新居民”基本信息 

此次调研的家庭人口数（表-4）集中在 3-6 口人，其中人口数 5 人有 196

个家庭，占比 32.67%，132个家庭的人口数为 3人，占比 22%，其次是 4口之家

（119个家庭，19.83%）和 6口之家（113个家庭，18.83%）。 

这个数据侧面反映了目前德清地区新农村的家庭结构，夫妻核心家庭和三代

同堂家庭为主，这与传统城市核心家庭居多不同，新居民的子代与父代之间的联

系相对更加紧密，这也会带来不同的金融需求和生态特点。 

 

表-4 “新居民”基本家庭信息 

家庭人口数 家庭数量 60岁以上人口数占比 18岁以下人口数占比 

1 2 0% 0% 

3 132 7% 9% 

4 119 19% 12% 

5 196 25% 13% 

6 113 30% 17% 

7 30 22% 26% 

8 8 28% 22% 

合计 600 23% 14% 

 

表-5 “新居民”年龄及学历交叉分析表 

年龄 小学及

以下 

初中 高中（含中

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

上 

合计 

16-23岁 3% 24% 16% 35% 37% 0% 24% 

24-29岁 0% 13% 25% 37% 26% 0% 22% 

30-39岁 0% 19% 38% 19% 35% 0% 25% 

40-49岁 34% 20% 19% 9% 2% 100% 16% 

50-59岁 16% 20% 0% 0%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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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 47% 4% 2% 0% 0% 0% 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从如上表-5可以看到，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比较正态，以 16-39岁为主，

30-39岁占比 25%，16-23岁占比 24%，24-29占比 22%。另外有 16%是 40-49岁，

以及 50岁以上有 14%。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每个年龄层次的学历水平，这对

于我们了解未来“新居民”对信息认知、接受和改变度，从分类统计表可以发现

年龄越轻，学历越高，但是没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体来说，16-29岁的被访

对象以本科和大专为主，30-39岁群体以高中和本科为主，40-49岁则集中在初

中和高中，极少有本科学历，50-59岁以初中为多，占比 20%，而大于 60岁的，

则以小学或者未接受教育为主。 

 

 

图-1 办理新居民居住证的时间 

 

    此次调查受访者有 59.7%表示不清楚，12%知晓但未办理，在 2014年、2015

年办理户籍改变的皆为 11.8%，在今年办理的有 4.7%。我们走访了当地的人力资

源与社保保障局，了解到在 2013 年试行新的户籍改革以后，实际上德清地区的

户口本都已经自动更新成“新居民”证，无论本人是否办理，都能够和居民一样

享受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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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居民”就业及收入情况 

数据显示，受访对象普遍就业，达到72%（未含退休人员和学生），与城市居

民一样从事各类工作，一般服务业占比较高，达21%，个体经营者（19.8%）和自

由职业者（16%）也不在少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8.7%，仅仅只有2.7%在外务工，

另外还有31.8%的受访者选择其他，据我们进一步了解主要以年纪较大人群为主。 

 

表-6  “新居民”就业及从事职业的交叉分析 

工作情况 已经就业 尚未就业 离退休人员 学生 合计 

一般服务业 19.7% 0.0% 0.5% 0.8% 21.0% 

外出务工 2.5% 0.0% 0.0% 0.2% 2.7%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8.7% 0.0% 0.0% 0.0% 8.7% 

个体经营者 18.7% 0.0% 1.0% 0.2% 19.8% 

自由职业者 14.2% 0.7% 1.2% 0.0% 16.0% 

其他 8.3% 4.7% 5.0% 13.8% 31.8% 

合计 72% 5% 8% 15% 100% 

 

 

因此，“新居民”的收入来源以单位或者雇工工资（42.2%）、经营性收入（19.6%）

为主，存款利息收入也高达9.8%，也体现了“新居民”较高的现金资产。政府征

地补偿款也占8.6%的收入来源，相比较集体经济收益较低0.6%。另外房租收入、

打零工等也在6%左右的占比，依靠子女供养也在5.8%，而低保补助作为收入来源

比例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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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雇工工资
42.4%

房租收入
6.6%

打零工
6.1%

存款利息
9.8%

经营性收入
19.6%

集体经济收益
0.6%

子女供养或养老

金
5.8%

政府征地补偿
8.6%

低保等生活补助
0.7%

单位或雇工工资 房租收入 打零工  
图-2 “新居民”收入来源情况 

 

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新居民”的具体收入情况，呈现正态分布，集中在月

收入在2000-3500元（29.2%）和3501-5000元（23.3%），其次是1500元以下（17%），

1501-2000元和5000-7000元的比例相当（11%左右），而较高的7000元以上的收入

人群占比也有8%。 

通过分类表，发现仅有7.3%的人群觉得收入有所下降，有一半人群（51%）

觉得收入变化不大，而有34.5%的人群表示有所增长，有7.2%的人群觉得增加较

快。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认为收入有所增长的比较较大（1500元-7000元）。这个

调查数据与《2015年德清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

增加情况基本吻合1。 

 

 

 

 

 

                                                 
1 《2015年德清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4367元，比上年增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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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居民”收入水平及变化情况交叉分析表 

收入情况 基本不变 有所下降 有所增长 增长较大 合计 

1500 元以下 9.8% 0.7% 5.8% 0.7% 17.0% 

1501-2000 元 5.5% 0.5% 4.5% 0.8% 11.3% 

2000-3500 16.8% 2.8% 9.0% 0.5% 29.2% 

3501-5000 10.3% 2.0% 8.8% 2.2% 23.3% 

5000-7000 3.8% 0.2% 5.2% 2.0% 11.2% 

7001-10000 2.0% 0.2% 0.0% 1.0% 3.2% 

10000 元以上 2.7% 1.0% 1.2% 0.0% 4.8% 

合计 51.0% 7.3% 34.5% 7.2% 100.0% 

 

3. “新居民”理财现状 

通过数据显示，49%的“新居民”认为非常有必要，30%表示不了解，不甚清

楚，但是表现出一定的兴趣，21%的“新居民”非常谨慎，觉得没有必要理财。 

从交叉分析数据表-8中，我们还能解读到，觉得没有必要理财的群体出于“从

未接触相关信息，缺乏专业知识等条件支撑”（52%的受访对象）、“家庭收入收支

基本平衡，无剩余钱财去理财”（20%）、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风险性比较大，

更愿意把钱用在安稳的地方”（16%）、“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13%）等原因，可

以看出金融理财信息渠道、信息传播、金融知识普及度、理财教育等仍然是新农

村理财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才能让风险偏好较为保守的“新居民”有理财之道。 

类似的，对于理财不甚了解，涉及不多的人群，也是因为缺乏专业渠道、自

身专业度不高、手头较紧以及信息欠缺等原因。所以，要成为真正的“新居民”，

缩小城乡金融差距，城市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平台，以及金融支持都需要并行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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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新居民”理财意识及原因的交叉分析表 

理财重要

性 

比例 缺乏专业

度 

收入紧平

衡 

信息渠道

有限 

风险较大 合计 

没必要  52% 20% 13% 16% 21% 

不了解  38% 28% 25% 10% 30% 

有必要 99% 0% 1% 0% 0% 49% 

合计 49% 22% 13% 10% 6% 100% 

 

在目前持有的理财产品中，保险产品首当其冲，占比高达44%，银行理财产

品也有21%的比例，股票持有的比例11%，互联网金融也有5%的比例。较高的保险

意识反映了德清县快速发展的经济，为其民生金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着更高

的生活水平追求和全面的社会保障需求，侧面也体现社会经济相对较发达，城镇

化速度快，理财工具的普及。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仍然存在着金融理财产品选择性

窄，产品系列不够丰富等问题。结合图-3，对于具体的保险产品，可以发现主要

是社会保障层面，而不是商业保险。 

 

银行理财产品
21%

保险
44%债券

1%

基金
3%

黄金
2%

股票
11%

期货
1%

互联网理财
5%

其他
12%

银行理财产品 保险 债券 基金 黄金 股票 期货 互联网理财 其他  
图-3 “新居民”持有的理财工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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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现与“新居民”打交道较多的金融机构依次排序为：农村信用联社

（31%）、农村商业银行（27%）、保险公司（14%）、老牌国有商业银行（13%）、证

券公司（5%）。占比在5%以下的金融机构包括其他（3%）、村镇银行（2%）、股份

制商业银行（2%）、小额贷款公司（1%）。数据反映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在

机构数量增多的同时，资产规模也在稳步增长，德清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成效明

显，不仅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也包括在金融服务的各种创新。 

 

31%
27%

2%

13%

2% 1%

14%

5%
0% 1%

3%

0%

10%

20%

30%

40%

 
图-4 “新居民”日常接触的金融机构 

 

“新居民”接收理财方面知识的信息渠道中，手机和互联网占比28%，虽然

与城市相比略微低，但是已经成为排序第一的信息来源渠道，这是值得我们去关

注的，在新农村金融提升中不可提升的一个切入点。其次，传统媒体包括电视、

广播和杂志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19%）。令人意外的是，有13%的受访者表

示没有信息渠道，这部分人群是金融机构可以挖掘的潜在客户人群。另外，熟人

介绍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有着12%的比例，反映出在城市化进程中，新农

村、新居民依然在一个从“乡土社会”到“现代城市”的过渡中，原有的亲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影响仍在，极具地域和时代特征。以及，从业人员的介绍推销、相

关培训和专业机构、社区和村委会传达渠道分别为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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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2%
9%

4%

28%

4%

13%

9%

0%

10%

20%

30%

 
图-5 “新居民”接收理财信息的渠道 

 

    在理财需求方面，我们采取了限选三项的方式设置了题目，以便于了解最为

迫切的理财需求。在此次调查中，新居民关心医疗保障、社会保障（29%）和养

老（23%），可以社会保障是当期新居民最关注的方面，与之息息相关。其次，信

用卡办理、购房需求也较为集中，分别为12%和10%。此外子女教育、企业经营自

己、创业融资、消费贷款、财产继承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诉求（图-6）。可以

说，实现社会保障是“新居民”最基本的需求和诉求，也是他们实现身份转变、

真正融合的第一步。除了政府层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险机构及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也可以探索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需求。 

12%

4%

10%

29%

23%

1%

8% 8%
5%

0%

10%

2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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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居民”较为迫切的理财需求 

4.  信贷情况 

 

42.8%

1.6%

13.4%
9.1%

16.2%

0.4%
4.6%

0.2%

6.6% 5.1%

0%

10%

20%

30%

40%

50%

 

图-7 “新居民”借款途径 

 

“新居民”在融资借款上，42.8%的人群主要依靠熟人借款方式解决资金短

缺，接下来就是通过银行抵押贷款（16.2%），13.4%的“新居民”通过信用卡取

现，以及9.1%的居民会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还有6.6%的比例，互联网贷

款渠道也有4.6%，而集体互助渠道、典当行、标会等形式融资方式比例低。 

“新居民”的贷款目的与理财需求表现略有不同，采取贷款方式较多运用于

短期资金周转（46%），其次是经营所需（17%）、贷款投资（15%）、盖房所需（10%）。

极少把贷款资金用于子女教育、日常生活所需、农业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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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活必须
8%

解决资金周转, 
46.3%, 46%盖房

10%

经营所需
17%

投资
15%

子女教育
2%

相关农业生产
2%

解决生活必须 解决资金周转 盖房 经营所需

投资 子女教育 相关农业生产  

图-8 “新居民”借款及贷款目的 

 

5. 保障情况 

2013年，德清县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项制度进行了并轨，这也是全国

试点，建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对城乡居民在政策上实行统一。最

新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5.1%，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9%。3因此在我们调查的数据上也显示，政府层面的社会医疗保障达到83.2%，

还有6.7%的商业保险和2.2%的集体互助为补充，但是仍然有7.8%的受访者表示没

有医保。 

                                                 
2
 因为受访对象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较为熟悉，对于新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不清楚，因此我们选项上拆分成城镇职工医保、大病保险、城镇个体劳动者医疗保险。 

3
 改革小城德清新崛起，张骥鸿 徐赛华，《杭州日报》，20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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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2.2%
10.2% 13.6%

6.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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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图-9 “新居民”医保情况 

 

对于农村地区，养老问题一直是个很大的困扰，因此会因为养老和赡养问

题引起不少家庭纠纷，如今变成“新居民”后，试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4明

显有成效，达到65.3%的覆盖率，但是仍然有19.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养老保障，

另外11.5%通过商业养老保险补充，3.3%占比的人群表示有集体互助性质的养老

支持。通过我们的进一步询问，发现未有养老保障的人群集中在60岁以上的老年

群体，因为如需参加社保，需要在特定时间前趸缴一笔资金才能享受，所以导致

没有能力或者错失时间的“新居民”没有相应保障。 

                                                 
4 因为受访对象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较为熟悉，对于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不

清楚，因此我们选项名称上仍然保留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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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3.3%
11.5%

19.9%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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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图-10 “新居民”养老保障情况 

 

“新居民”个人平均一年在医保和养老上的花费集中在0-1500元（39%），

28.8%的人群花费在3001-6000元，另外各有13%左右人群保障花费在1501-3000

元在6001-9000元。仅有5%左右的“新居民”花费在万元以上。 

 

39.0%

13.5%

28.8%

13.3%

4.0%
1.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0-1500 1501-3000 3001-6000 6001-9000 9001-12000 12000以上  
图-11 “新居民”个人平均一年在医保和养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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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政策期望情况 

“新居民”对于政府金融政策的期望还是集中在社会保障（27.9%）、医疗保

障（22.4%），“新居民”寻求创业支持（18.7%）、子女教育金融支持（12%）就业

帮助（10.8%），但是在资产管理（2.7%）和社区管理（5.5%）上的较低。“新居

民”依然作为城镇化过渡时期的金融需求体现，他们的诉求与传统城市金融依旧

存在差别，尤其对于资产管理的需求与城市存在的较大差别。 

 

帮助就业, 10.8%

社会保障, 27.9%

社区管理, 5.5%

子女教

育, 
12.0%

医疗保障, 22.4%

帮助资产管理, 
2.7%

创业支持, 18.7%

帮助就业 社会保障 社区管理
子女教育 医疗保障 帮助资产管理  
图-12  “新居民”对政府金融政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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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满意度及回归分析 

（一） 满意度分析 

问卷中设立了理财信息接收满意度、金融环境及政策支持满意度、生活状态

总体满意度三个方面的感知调查。从图-13、图-14、图-15可以看出，呈现整体

正态分布。对于理财信息接收传递“基本满意”达到 52.67%，“满意”达到 32%；

金融环境及政策支持满意度“基本满意”为 43.67%，“满意“程度接近有 39%的

比例；生活状态总体满意度达到“基本满意”也有 52.67%，超过一半，“满意“人

数占超过三分之一（32%）。三个满意度调查中，不到 5%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不太满意”的人数也控制在 5%-8%区间。显示出总体满意度较高。 

 

1. 理财信息接收通畅满意度 

 

图-13  “新居民”理财信息接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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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环境及政策支持满意度 

 
图-14  “新居民”生活状态满意度 

 

3. 新居民生活状态满意度 

 
图-15  “新居民”生活状态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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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归分析 

选取调查问卷金融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为自变量，筛选出以调查家庭基本信

息、就业收入情况、理财现状、信贷情况、保障情况、期望及满意度等6个方面

的作为自变量因素，分析各个因素对户改后新居民金融满意度影响，建立线性

回归分析模型。 

选取所有自变量因素分析整体模型调整后R方0.694，显著性检验小于0.05，

说明整体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解释变量中有个别因素为不显著性变量，需

剔除个边变量之后，再次建立回归模型。 

 

表-9 描述性统计量 

 

 均值 标准偏差 N 

金融环境满意度 6.01 1.834 600 

年龄 2.82 1.487 600 

婚姻状况 1.67 .567 600 

办证时间 3.49 1.205 600 

房租收入 .10 .293 600 

理财工具保险 .59 .498 600 

银行理财产品 .60 .491 600 

城市商业银行 .03 .161 600 

信息满意度 6.20 1.726 600 

消费贷款 .07 .261 600 

保险 .49 .500 600 

亲朋好友借款 .64 .482 600 

贷款解决问题 2.97 1.437 600 

集体互助医疗 .05 .291 600 

社会保障 .38 .485 600 

子女教育 .16 .370 600 

医疗保障 .30 .460 600 

创业支持 .25 .435 600 

“新居民”生活满意度 6.08 1.724 600 

银行理财产品 .28 .452 600 

 

表-10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计的误差 

1 .859
a
 .738 .694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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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Anova
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474.814 86 17.149 16.757 .000
a
 

残差 523.984 512 1.023   

总计 1998.798 598    

 

 

表-12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常量) -.318 .295  -1.078 .282 

年龄 -.092 .040 -.075 -2.302 .022 

婚姻状况 .270 .102 .084 2.660 .008 

办证时间 .093 .037 .061 2.532 .012 

银行理财产品 .428 .092 .115 4.666 .000 

城市商业银行 -1.562 .284 -.137 -5.496 .000 

信息满意度 .382 .030 .360 12.857 .000 

消费贷款 .523 .187 .074 2.794 .005 

理财工具保险 .254 .102 .069 2.491 .013 

亲朋好友借款 .323 .096 .085 3.365 .001 

贷款解决问题 -.097 .033 -.076 -2.986 .003 

集体互助医疗 -.677 .154 -.107 -4.405 .000 

社会保障 -.379 .098 -.100 -3.854 .000 

子女教育 .288 .119 .058 2.418 .016 

医疗保障 -.411 .100 -.103 -4.095 .000 

创业支持 -.340 .107 -.081 -3.170 .002 

“新居民”生活满意度 .536 .030 .504 17.979 .000 

保险公司 .260 .102 .064 2.542 .011 

 

回归结果表明，整体新居民对金融环境满意均值6.01，则说明对金融环境

较为满意，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办证时间、银行理财产品、城市商业银行、

信息满意度、消费贷款、理财工具保险、亲朋好友借款、贷款解决问题、集体

互助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创业支持、“新居民”生活满意度、

银行理财产品等主要因素对满意度影响显著。 

从统计来看年龄段处于24-39岁之间，且与金融环境满意度呈负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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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越大，对金融环境越不满意，年龄每增长10岁，满意度下降0.075；婚姻状

态均值1.67，整体情况偏向已婚状态，婚姻状态的影响度0.084；办证时间与金

融环境满意度呈现正相关，时间越晚越满意；接受金融信息满意度与金融总体

环境满意度成正相关；“新居民”生活满意度与金融总体环境满意度正相关。 

在持有的理财产品中，持有银行理财产品与满意度成正相关，影响度达到

0.115；在金融机构方面，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满意度不高，成负相关，相反对

保险公司，呈现正相关；理财需求中的是否满足消费贷款和保险需求与满意度

也成正相关，影响程度分别为0.074和0.069；在信贷方面，能够通过亲朋好友

实现借款也能够提高对金融的满意度，而贷款没法实现，将影响对金融满意度；

在医疗保障方面，集体互助形式与金融满意度呈现负相关，而且影响因子达到

0.107。 

在对于政府金融政策的期望方面，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创业支持、子女

教育因素显著，前三者皆为负相关，这体现了在保障和创业方面还有待改善，需

求较为强烈，子女教育与金融满意度呈现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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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策及建议 

（一） “新居民”金融生态描绘 

1. “新居民”新型的金融生态初现  

调研数据显示，德清“新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增加，逐渐改变“靠天吃饭”

的传统农作生活，生活方式趋向城市化。“新居民”的金融满意程度较高，生活

满意度较高，也体现了卓有成效的户籍改革。户改后，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统一，

居住证制度完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等得到普及，也为

新型金融生态打下良好基础。 

2. 呈现出城镇化过程中的“过渡型”金融特点 

但是另一方面，从家庭结构上来看，很大一部分依然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形

式，反映出一部分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较低，依靠“养儿防老”的子代赡养形式。

这与户籍改革实施过程中，60 岁老人参加社保医保有一定限制有关，所以真正

实现城镇化需要有个过渡期。 

“新居民”理财意识相对传统农民已有提高，但是相较城市居民，理财工具少，

资产管理需求低，对医疗养老保障仍然缺乏信心，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发现的一

个共性，这也是向城镇化过渡的必然阶段。 

 

3. 新农村的金融供给相对需求显得不足 

“新居民”也面临着金融服务覆盖面较小，金融服务品种单一等问题，金融

供给有待激活。具体体现在金融机构为农村地区企业和农户提供的贷款、存款、

汇率、结算及理财等金融服务缺乏，以及这些金融服务所达到的层面和程度不足，

这也是评价农村金融服务状况的主要量化指标。无论从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数量，

还是金融服务的品种来看，从数据来看，农村地区金融覆盖率和服务水平都相对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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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策及建议 

1. 创新金融供给,激发乡村经济活力 

调查发现德清地区仍然存在着金融服务覆盖面较小，金融服务品种单一的问

题，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手段和技术水平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服务业务和服务水

平，适应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同时，在服务品种上，基本还是存款、

生产资料贷款和普通结算的“老三样”，这种金融服务的现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

发展。因此需要进行创新金融供给,激发乡村经济活力，通过加强就业提高收入

和社会保障是“新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经济保障。 

 

2. 发挥农村社区的作用，拓宽金融理财信息渠道和提高信息通畅度 

要真正达到城乡同质，普惠均衡，实现“金融支撑助增收、金融服务助便利”

目标，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大的共享价值，在金融理财教育上，需要深入

新农村，普惠于民。相比较城市，新农村依然存在金融服务最薄弱的问题,“新

居民”依然是金融知识最缺乏的群体。以浙江农信为代表的农村金融的实践者,

实施普惠金融工程就是要着力解决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努力建立多层

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均等化建设,

让基础金融服务像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样普遍惠及每一位农民。 

 

 

3. 注重“新居民”保障体系和自主创新创业的金融支持 

注重“新居民”自主创新创业的金融支持，建立普惠增收、有序流动、规范

交易的农村金融创新体系。需要进一步明晰了农村产权权属关系，实现了农村居

民可以在取消户籍性质标识的情况下继续享有原有合法权益，彻底消除了农村居

民进城镇落户、创业以及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后顾之忧，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

破解了农村居民与第一产业的束缚关系。 

 

4. 发挥互联网金融对新农村金融生态的创新作用 

农村金融改革还将进一步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切实满足城乡体制改革下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涉农企业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及贫困弱势群体创业等金融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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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延伸服务网络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电子化便捷支付，真正实

现“支付不出村、普惠到万家”。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网络的延伸，真正

提高百姓金融需求意识，营造更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达到普惠金融、金融惠

民的目的。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完善互联网渠道，延伸社区金融服务触角。新型农村社

区居民相对集中，人口数量较大。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做好营业网点布局调整工作，

推动营业网点向规模较大的社区延伸，对规模较小的社区大力布放自助设备，每

个社区服务中心均应配备自助服务终端，具备条件的要配备自助设备专管员，引

导社区居民办理业务。在社区居民中积极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

互联网支付等新兴业务，使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快捷方便的电子银行

服务。 

 

5. 强化金融支持农民消费，创新信贷产品 

短期贷款只能满足农户基本再生产的需要，不能满足农户扩大再生产的需

要，而中长期贷款却是农民走向致富之路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农村资金供给规

模的有限性，无法给农户提供所需的中长期贷款，从而导致农户无法利用贷款去

做中长期营利项目。因此，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的不足制约了农户收入的提高，从

而也制约了农民的消费需求。例如，农信联社可以尝试在各金融管理部门的引导

下，按照城乡体制改革要求，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大农村金融配套支持

力度，进一步推进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让“新居民”可优先享受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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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录 

（一） 调查问卷 

浙江户改“新居民”金融生态调研问卷 
亲爱的居民： 

您好！我们是来自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学生，为了了解德清地区户改后新居民的
金融理财需求，我们特邀您参加此项调查，您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将严格保密，谢谢
您的合作。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1）您的家庭人口有（    ）人，60 岁以上有（    ）人，18 岁以下有（    ）人 

（2）您的性别   1.男       2.女 

（3）您的年龄   1.16-23 岁   2.24-29 岁   3.30-39 岁   4.40-49 岁    5.50-59 岁   6.60 岁以上 

（4）您的学历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含中专）  4.大专   5.本科   6.研究生及以上 

（5）您的婚姻状况   1.未婚     2. 已婚    3.离异或丧偶    

（6）您办理新居民居住证的时间  1.2014 年   2.2015 年   3. 2016 年   4.不清楚  5.知晓但未办理 

 
第二部分  就业及收入情况 

（7）您的就业情况    1.已经就业   2.尚未就业   3.离退休人员   4.学生 

（8）您的工作部门    1.一般服务业      2.外出务工     3.社区工作人员   4.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5.个体经营者      6.自由职业者    7.其他 

（9） 您的家庭收入来源（可多选）   1.单位或雇工工资   2.房租收入   3.打零工   4.存款利息    

5.经营性收入  6.集体经济收益  7.子女供养或养老金   8.政府征地补偿   9. 低保等生活补

助  

（10）您的月收入大约为  1.1500 元以下   2.1501-2000 元   3.2000-3500 元   4.3501-5000 元  

5.5000-7000 元   6.7001-10000 元  7.10000 元以上 

（11）与户改前相比，您觉得家庭收入的变化  1.基本不变   2.有所下降  3.有所增长   4.增长较大 

 
第三部分  理财现状 

（12）您觉得理财的重要性      1.没必要      2.不了解，应该没太大必要      3.有必要 

（13）您觉得没必要理财的原因（上选 1&2 调查者选项） 

1.从未接触相关信息，缺乏专业知识等条件支撑   2.家庭收入收支基本平衡，无剩余钱财去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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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     4.风险性比较大，更愿意把钱用在安稳的地方  

（14）您目前所持有的理财工具（多选） 

1.银行理财产品   2.保险  3.债券  4.基金  5.黄金   6.股票   7.期货  8.互联网理财 9.其他 

（15）您主要在下列哪些金融机构办理日常业务?（限选 5 项） 

1. 农村信用联社    2.农村商业银行    3.湖商村镇银行   4.老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等）   

5. 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等）     6. 城市商业银行（杭州银行等）       7. 保险公司   

8.证券公司       9.集体互助理财机构或协会      10.小额贷款公司      11.其他 

（16）目前您接受理财方面知识的信息渠道主要有______（多选） 

1.电视/广播/杂志   2.熟人介绍    3. 从业人员的介绍推销     4.相关培训/专业机构  

5.手机/互联网     6.社区/村委会传达    7.没有信息渠道     8.其他 

（17）您是否满意于目前接收到的理财信息？ 

  非常满意  还可以，满意 还可以，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18）目前您最为迫切的理财需求是哪些？（限选 3 项） 

1.信用卡办理  2.消费贷款  3.购房需求 投资渠道多样化  4.保险  5.养老   6.财产分配和继承  

7.子女教育    8.企业经营资金  9.创业融资  10.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 

 
第四部分  信贷情况 

（19）如需要借款，您现在有哪些途径可以实现？（可多选） 

1.亲朋好友借款    2.集体或互助社渠道    3.信用卡取现    4.小额信贷公司   5.银行抵押    

6.典当行换取现金   7.互联网渠道贷款        8.标会          9.民间借贷款      10.其他 

（20）您觉得贷款融资困难吗？ 

1.很困难    2.一般，利息高点就可以借到    3. 不困难     4.容易 

（21）如果贷款，您主要是为了_____? 

1.解决生活必须  2.解决资金周转  3.盖房  4.经营所需  5.投资  6.子女教育  7.相关农业生产 
 

第五部分  保障情况 
（22）目前您参加的医疗保险类型  

1.城镇职工医保  2.集体互助医疗 3.大病保险 4.城镇个体劳动者医疗保险  5.商业保险  6.没有 

（23）目前您参加或购买养老保险类型 

1.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集体互助养老保险   3.商业养老保险    4.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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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您个人平均一年在医保和养老上的花费大概是 

1.1500 元以下 2.1501-3000 元  3.3001-6000 元  4.6001-9000 元  5.9001-12000 元 6.12000 元以上 

 

 
第六部分  期望及满意度调查 

（25）您对政府金融政策的期望 

1.帮助就业   2.社会保障  3.社区管理   4.子女教育  5.医疗保障  6.帮助资产管理 7.创业支持 

（26）您对目前的金融理财环境或者政策支持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还可以，满意 还可以，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27）您对转为“新居民”后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还可以，满意 还可以，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28）您觉得转为新居民户口后对您或者家庭最大的改变或者影响是什么？ 

 

（二） 调研手记 

此次调研感受也很深。我们选择发放的地点是德清县洛舍镇，由于这次是在村镇发放问卷，所以

比在学校发放问卷难度要大很多。在发放问卷之前，需要安排好同学们的吃住、问卷打印等问题。在

执行这些工作时遇到了些问题，比如找住宿问题等，但是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 

随之而来的就是发放问卷，我们首先是在德清县雁塘村发放，有些村民还是挺热情，我们向他们

说明了我们调查的目的，他们很愿意帮助我们，也有些村民却因为不识字或者不太了解而拒绝填写，

对于遭受拒绝的我们来说，才体会到发问卷的不容易，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去了当地的核心产业

聚集地木皮城、商业街，晚上去夜宵摊和冷饮店，对于填写过程中他们遇到的疑问我们都耐心地为其

解答，从中体会到了只要真诚地与人交流，人们就会相信你，才愿意帮助你。一天下来，我们对这一

天的问卷进行了整理，将不合格的问卷理出来。虽然很累，但是看到一天下来问卷成果，还是挺快乐。 

问卷完成后，我们深深舒了一口气。虽然有不完善，但我们相信经过这次，迈出了走向社会的

小小的一步，相信以后会做的更好。首先，要严格抓紧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做到位。第二，以科学的

态度去进行调查，以热情的服务态度去做调查问卷。第三，以笑容覆盖一切困难，以真诚打动群从。

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积极的心态是必须的!请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面对困难时，更需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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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心态和态度要积极，虽然挫败的情况会经常走到我们的身边，但我们必须好好总结。 

 

（三） 调研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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