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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财富36万元
中国人均“家产”有多少?最

近，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中

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2020》就给大

家揭示了答案：中国居民人均财

富约为36.6万元。

从报告中了解到，当前中国

社会总资产已经由 2017 年的接

近1400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

1655.6万亿元;2019年的社会总负

债达到980.1万亿元，社会净财富

为 675.5 万亿元。而在社会净财

富的分布中，政府部门财富占比

24%，达到162.8万亿元;居民财富

占比 76%，达到 512.6 万亿元，居

民人均财富约为36.6万元。

换句话说，经过 20 年的发

展，中国GDP已经由2000年的10

万亿元，攀升到 2019 年的接近

100万亿元;而财富存量由2000年

的不到39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

的 675.5 万亿元。2000 年～2019

年，中国名义GDP的复合年均增

速为12.8%，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

均增速为16.2%。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中国

近 20 年来社会净财富增速是要

高于GDP增速的，而这主要来自

于两方面的贡献：较高的储蓄率、

价值重估效应。

其中，较高的储蓄率直接对应

较高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促进了中

国财富总量的更快增长;另一方面，

在价值重估过程中，土地增值、股

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均促进

了存量资产的市场价值上升。

简单来解释就是，中国社会

净财富的增速，主要得益于人

们在房地产、黄金、基金等各方

面投资。 ■ 葛 伟

未来研究生报考人数还将继续保持增长

易观分析总裁刘怡认为，考研人数的逐

年攀升，是政策、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共同

驱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

切换引发人才需求变化，叠加疫情后经济放

缓，导致企业招聘规模缩减，对人才的复合

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灵活用工”

的迅速发展，使得个体和组织的关系发生变

化，人才的高频流动意味着口碑等软实力的

效力减弱，简历上的“硬通货”背书愈发重

要，而研究生学历就是其中之一。

在政策方面，研究生招生规模连续扩大

且结构不断优化，带来了更多机会，2020年

招生突破100万人，其中专业硕士招生占比

超60%。而企事业单位对学历要求的提升和

研究生学历的薪资优势，也令研究生学历备

受追捧。易观分析预测，在上述因素驱动下，

未来研究生报考人数还将继续保持增长。

21至24岁的青年是考研的绝对主力

“白皮书”显示，21至24岁的青年正在

成为考研大军的绝对主力，随着00后作为

互联网原住民逐渐成为考研主体，学生考研

需求更加复杂多元，从以上课接受辅导为

主，变为包括院校信息、试题、复习方法甚至

心理辅导在内的综合性服务，信息接收与获

取方式也呈现个性化趋势。

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考研人群特性、

院校选择有哪些新趋势？考生的需求有哪

些变化？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新东

方大学事业部总经理许顺康认为，近年来考

研人群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往届生

占比持续提升。2020年往届生占研究生报

名总人数的比例高达49.1%，而往届生群体

普遍缺乏学习资源与备考环境，另外，重点

院校研究生推免比例居高不下，导致以重点

院校为目标的考生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二

是“三跨生”占比较高。跨专业、跨学校、跨

地区报考考生占比分别达到 48%、78%、

63%。

随着在线学习方式融入新生代学生人

群，学习场景正在发生改变，而疫情进一步

改变了学生的备考习惯。在考研培训授课

方式上，用户更加偏好OMO授课模式。易

观认为该模式能够融合线上线下教培优势，

形成完整的备考链路，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和学习效果。据此判断，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将成为考研培训行业主流。 ■ 李 静

酱酒热 酒往“高”处走
春糖会上，最火爆的展位无疑就是茅

台，展位前人头攒动，看客的诉求无非就是

两点：想知道哪儿能用1499元的价格买到

茅台，以及能不能现场试喝一口。可是这两

点茅台都没能现场满足，招商人员无暇一一

接待，只是手中高举手机，把微信二维码亮

了出来，“先扫码，后微信聊啊”。这就是以

茅台为代表的酱酒在今年糖酒会上的表现，

一位经销商在展厅嘈杂的环境中几乎是喊

出来这句话，“酱酒真的太热了，太热了！”这

几年，酱酒热突然烧起，关键词最终都指向

茅台、资本、高端、稀缺、收藏等，在当前

1550亿左右的酱酒市场中，茅台系占据绝

大多数比例，也带动了整个茅台镇和赤水河

岸的酱酒厂，如郎酒、国台等公司。

除了酱酒之外，高端化也是今年糖酒会

上的另一个关键词。高端不只是意味着产

业链各个环节上更丰厚的利润，对于白酒行

业来说，把产品做得更好、把价格定得更高、

把目标人群定得更加精准，被看作是白酒行

业实现又一轮增长的新引擎。除了茅台和

五粮液之外，洋河、汾酒以及下一梯队的水

井坊、舍得等企业们表达了“争高”的野心。

钱进来了 走向何方？
展厅内酱酒、高端酒热，展厅外的资本

市场，白酒的热度也一直在攀升。从2020年

2月3日到2021年2月10日的鼠年交易日

中，酿酒类公司的指数上涨了181.74%，即便

是春节后白酒股大幅回调，截止到4月14

日，中证白酒指数近一年涨幅仍为110%。

白酒股也即将迎来两家上市公司，郎

酒计划发行7000万股，募集74.5亿元资金，

是中国白酒行业近年来体量最大的一次

IPO。近期要上市的国台酒业位置也处于

茅台镇，如果上市成功，茅台镇将有机会迎

来第二家白酒上市公司。值得一提的是，郎

酒和国台均为酱香酒。如果说，酱酒和高端

酒是产业的发展机会，那么在行业人士看

来，瞅准这个机会的资本，也是推动酱酒热

和高端酒热的又一股力量。

当白酒热被产业和资本市场给予厚望

后，人们对它有了更高的期待：白酒股还能

不能继续涨？“说实话我也看不清楚。”深圳

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林园

表示。但林园认为，当前白酒行业的景气度

依然很高。根据其过往经验和观察，白酒的

景气度和大基建、房地产的走势呈现正相关

的关系。机械、地产等行业带动了一些商务

活动，也间接刺激了酒的消费。与此同时，

人们消费水平提升，对酒类消费的需求也在

提升。

针对今年春节后，白酒板块的剧烈回

调，招商基金量化投资部副总监、招商中证

白酒基金经理侯昊认为，这是投资者锚定变

化的表现，也有人云亦云的因素，受到很多

扰动因素的影响，比如美债收益率、白酒基

金赎回、限购等。但在他看来，白酒板块处

于非常复杂的短期波动，但长期仍然看好。

林园认为，“现在正处于酒类投资的‘初

夏’，不是最热，但已经开始热了。”林园表

示，过去12个月，很多资本都在往白酒行业

涌，在资本的带动下，行业还会继续繁荣。

他认为，可以预见，在未来至少36个月内，

行业的景气度还会非常高。

■ 经济观察报 郑淯心

酱酒热 酒往“高”处走
高端热 行业新“引擎”

春季糖酒会因其被酒水食品行业视为最重要的风向标而得名“天

下第一会”，今年已是它的第104届，今年的风向强烈地告诉所有品牌

商、经销商，要做酱酒，要往高端化方向发展。事实上，去年这两股风已

经在资本市场酝酿。2020年，A股喝酒行情高涨，而带领这波行情的

正是贵州茅台为首的19家白酒上市公司，“茅台涨万物皆涨，茅台跌买

啥都没戏”，茅台的涨跌成为二级市场买入卖出的风向标。

考研热不断攀升线上线下融合成主流

随着研究生学历成求职“硬通货”，多重因素驱动考研热不断增高。教

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考研报名人数达377万人，较2020年增

长10.6%，自2016年以来考研报名人数逐年攀升，“考研热”备受关注。

4月10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易观分析首次发布考研培训行业

研究报告——《中国考研培训行业白皮书2021》对中国考研行业发展和趋

势作出梳理和判断。

数据解析

白酒资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