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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锐  梁漓清

家庭理财中财务信息分析的应用

美国经济学家 F•莫迪利亚尼与 R• 布伦博格、A• 安多创建

的生命周期理论将人的生命周期分为成长期、青年期、成年期、

成熟期、老年期五个阶段。笔者认为，家庭也可按不同时期的

特点分为青年期 (18~25岁 )、家庭形成及成长期（26~45岁）、

家庭成熟期（46~60岁）、退休期（61岁以上）四个阶段。家庭

财务指标分析与家庭不同时期的收入和消费、储蓄、投资等会

计信息紧密相关，而不同生命周期的消费侧重点和理财目标、

理财规划都各不相同，因此结合生命周期运用家庭财务指标进

行家庭财务诊断分析和规划，是在掌握理财基本原理时需要

明确和规范的。

本文参阅了国内外关于家庭财务指标分析的学术观点，剔

除了一些重复的指标，对一些指标的使用名称和使用范围进行

了探讨，将家庭财务分析指标分为三大类共 10 个指标，分别

为：变现能力分析（流动性比率、即付比率）、偿债能力分析（投

资性净资产清偿比率、负债收入比率）、理财成果分析（消费比

率、净资产投资比率、理财成就率、资产成长率、财务自由度、

自由储蓄率）。下面以 A 家庭为例进行分析。

A 家庭先生 36 岁，上市企业中层管理岗，税后年收入 25

万元，与 10 年前硕士毕业刚工作时的年收入 12 万元相比，工

资收入年增长率 7．62% ；太太 34 岁，企业行政人员，税后年

收入 8 万元，与12 年前年收入 5 万元相比，工资收入年增长率

4%。夫妻双方有五险一金。孩子 6岁，希望为孩子积攒一笔大

学本 科和硕士阶段的教育费用。A 家庭现有 4 万元银行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10 万元，基金股票 8 万元，上年理财收益约为 -1

万元。自有住房市值 170 万元，贷款余额 73 万元。有一辆 12 万

元的车，无贷款，每年养车费用 2．4 万元。家庭每月生活支出

5 000 元，房贷月供 5 700 元，旅游娱乐应酬等年费用 2 万元，

过年过节及赡养等年费用 2．5 万元。A 家庭的理财目标 ：①希

望对家庭10 年来的财产积累成果进行分析，希望 10 年后实现

50% 的财务自由；②为孩子大学本科和硕士阶段准备教育费用，

每月定投 3 000 元，定投 10 年 ；③夫妻购买 20 年定期疾病及

人寿保险，孩子购买一份消费型医疗保险，年缴保费 1 万元内。

一、A家庭变现能力分析

（一）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比率是流动资产与月支出的比值，它反映家庭支出

能力的强弱。流动性比率一般应保持在 3 倍左右。笔者认为收

入不稳定家庭应保持在 6~12 倍，而高资产高消费家庭应保持

在 12~24 倍。流动性比率＝流动资产/每月支出。

在理财业务逐步发展和理财产品不断创新发展的背景下，

流动性资产应为易于变现、保证本金安全的资产，包括领取

灵活、享有收益的资产。主要有现金、活期存款、银行（券商）

T+0 理财产品、自动转存通知存款、货币市场基金、趸缴型万

能保险。将趸缴型万能保险列入流动性资产，是考虑到家庭流

动性资金的备用性，家庭备用资金需求量较大的家庭，可配置

该产品，一年后收益可弥补初始缴纳的费用，而保单年固定费

用低、寿险额可根据需求配置，万能保险的按月复利计息、保

底收益、灵活领取的特点，除了具备保险功能，也体现了流动

性资产的特点。流动性资产的配置应考虑流动性、安全性、收

益性三个因素，而不应只单纯考虑流动性和安全性，而忽视收

益性。

A 家庭该指标为 2．43 倍（A 家庭年支出 =2 .4+0.5×12+

0.57×12+2+2.5=19.74 万元，每 月支 出 =19.74÷12=1.645 万

元，流 动 资产 =4 万元，A 家 庭 流 动 性 比 率 =4÷1.645=2.43

倍），显示出其家庭的资产流动性适中，能满足家庭紧急备用的

需求，但如果只配置银行活期存款，则收益差，可考虑部分购

买银行 T+0 的理财产品，或购买货币市场基金。

（二）即付比率

即付比率是可变现资产与负债总额的比值，它反映利用可

随时变现资产偿还债务的能力。这一指标应保持在 7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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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付比率＝可变现资产/负债总额。

可变现资产指期限在一年以内易于变现的金融资产、流通

渠道通畅的实物资产，包括银行定期存款、理财产品、股票、

基金、外汇、黄金、白银、投资型保险等。可变现资产在兑现的

过程中可能存在损失的风险，但变现方式和渠道通畅，如定期

存款提前支出、银行等有回购渠道的金条、投资连接保险等。

一般情况下期缴型保险涉及的前期费用较高，只有在缴费期结

束或中期后方可考虑列入可变现资产。具有交易不确定性的如

企业股权、书画等收藏品、1 年期以上的理财产品等不宜列入

可变现资产。即付比率可分析家庭资产的优良程度、对债务风

险的偿付能力，这与企业偿债能力有类似之处。

A 家庭的即付比率 30．14%（A 家庭可变现资产 =4+10+8

=22 万元，即付比率 =22/73=30.14%），未达到 70% 的参考值。

显示该家庭房屋资产170 万元占家庭资产的大头，而金融可变

现资产只有 22 万元，无法应对 73 万元的房屋贷款的偿付，一旦

家庭收入来源出现问题，则家庭财务状况面临较大风险。

二、A家庭偿债能力分析

（一）投资性净资产清偿比率

清偿比率是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这一比率反映综合偿

债能力的高低。一般来说，清偿比率应该高于 50%，保持在

60%~70% 较为适宜。清偿比率＝净资产/总资产。清偿比率高

于 50%，则意味着家庭净资产是高于家庭负债的，家庭资产是

正资产而非负资产。

A 家庭负债 73 万元，总资产 204 万元（22+170+12），清偿

比率 64．22%。通过清偿比率分析，虽显示 A 家庭清偿能力

强，但该家庭自用房产却并不适宜偿还债务，而 22 万元的投资

净资产并不能反映其家庭偿债能力强，因此笔者认为采用投资

性净资产清偿比率分析家庭清偿能力更能体现家庭财务的安

全性。

该指标将自住资产，如自住房、

车、大件物品等剔除，将投资性净

资产与总负债进行比率分析，反映

家庭必备生活资产之外的净资产的

偿债能力。该指标的计算采用了总负

债，而不是总资产，以体现投资性净

资产的偿债能力，该指标大于 1，则

家庭生活资产安全系数有充分的保

障。投资性净资产清偿比率＝投资

性净资产/总负债。

A 家庭投资性净资产清偿比率

为 30．14%（A 家 庭 投 资 性 净 资 产

=4+10+8=22 万元，投资 性净资产

清偿比率 =22/73=30.14%），显示该家庭投资性资产不足，而

家庭负债较高，剔除了自用资产保障家庭生活需求的因素，显

示出家庭剩余投资性净资产的清偿能力不足。

（二）负债收入比率

负债收入比率是到期需支付的债务本息与同期收入的比

值。一般情况下，40% 是负债收入比率的临界点，过高则容易

发生财务危机。负债收入比率＝当期负债 / 税后收入。当期负

债包括房贷月供、车贷月供、到期债务、信用卡消费偿还等。A

家庭的负债收 入比率为 20.73%（0.57×12/（25+8）），家庭收  

入的偿债能力良好。

三、A家庭理财成果分析

（一）消费比率

消费比率＝（消费支出＋理财支出）/总收入。消费支出指

日常的衣、食、住、行、育、乐、医疗等各项支出。在金融标准

委员会等理财教材中，理财支出指的是利息支出和保障型寿

险和产险的保费支出，以及为了投资所支付的交易成本或顾问

费用。笔者认为，除理财费用外，理财支出还应包括理财规划

执行方案的储蓄性支出。理财费用可分析财务负担率，而理财

规划执行的各项投资额在支出当期按理财支出统计，在未来

取得收益时列入理财收入，如定投养老基金、子女教育保险

等。这样统计的结果，自由储蓄率＝ 1 －消费比率。其中消费

比率包括现在的消费和理财的财务费用以及未来的消费储蓄

额，剩余的即可体现现阶段家庭可灵活支配的资产，用于家庭

获得投资理财收益和不固定的一些需求支出。因此，消费比率

在现行使用的 60% 的参考值基础上，要适当调整到 70%，即

现在的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储蓄额都应包括在消费支出中，剩余

的为自用储蓄的资金。A 家庭年收入 33 万元，现在消费和为未

来消费储蓄的年支出为 23．34 万元（年支出 19.74+ 子女教育储

蓄支出 3.6），消费比率为 70.73%，属正常水平。但需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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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年后要规划好达到 50% 财务自由度，逐步完成养老需求

的储备。

（二）净资产投资比率

净资产投资比率是投资资产与净资产的比值，它反映客户

通过投资提高净资产规模的能力。该比率保持在 50% 或稍高

是较为适宜的水平，既可保持合适的增长率，又不至于面临过

多的风险。

A 家庭净资产 = 生息净资产 +自用净资产 =22+（170 －

73）+12=131（万元），目前 A 家庭净资产中，投资资产为 22 万

元，占 16．79%，生息资产少，自用资产高，投资性净资产少，

但流动性较好。净资产投资比率反映自用净资产与投资净资产

在家庭中的比重，投资性净资产高则有利于获得财产性收入。

笔者认为，在家庭总净资产额不高的阶段，自用净资产额占比

较高可反映家庭现有生活的质量，而随着总净资产额的增加，

50%~70% 的投资性净资产的占比都是适宜的。高投资性净资

产，只要做好不同风险、不同类型产品的配置即可减小风险，

并不是占比越高就面临越大的风险。

（三）理财成就率

理财成就率＝目前净资产÷（目前的年储蓄×已工作年

数）。理财成就率的标准值为 1，该比率越大表示过去的理财

成绩越佳。该指标分析了工作同样年限的不同家庭的储蓄状况

和收益状况所达成的理财成效。10 年前的工作收入和现在相

比是有差异的，因此家庭在不同阶段的储蓄额是不同的，在青

年期和家庭形成期储蓄的资产要求的资产回报率需达到工作

收入的增长率，理财成就才能达到 1的标准值。

A 家庭属于一般工薪家庭，工作按 10 年计算，家庭资产

204 万元，净 资产 131 万元，目前年 储 蓄 13.26 万元（ 年收 入

33 －年支出 19.74），理财成就率基本达到了标准值 1，家庭储

蓄能力较好。先生的工资收入增长率 7．62%，太太的工资收入

增长率 4%，而家庭净资产比率良好，主要是自住房产的增值，

自住房产占了家庭总资产的 90%。

（四）资产成长率

资产成长率＝资产变动额÷ 期初总资产＝（年储蓄额＋年

投资收益额）÷ 期初总资产。资产成长率体现了资产的增值速

度，使家庭理财明确了家庭财富的积累来自工作收入的结余

储蓄和财产性投资收益两部分。该指标既可分析家庭理财的成

效，又可分析工作收入储蓄额和财产性投资收益对家庭财富积

累的贡献占比。

A 家庭金融投资资产由于股票基金损失，理财收益-1万元，

年储蓄 13.26 万元，期初总资产 205 万元（22+1+170+12），资产

成长率 5.98%，财务资源的安全性和收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财务自由度

财务自由度＝目前的净资产×投资报酬率 ÷目前的年支

出。人生的不同阶段财务自由度不同，善于理财的家庭随着净

资产的增长，家庭理财收入会逐步高于工作收入，当财务自由

度指标大于 1，则家庭完全实现了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度是检测

家庭理财成效的最好指标，因为高资产不一定实现财务自由，

家庭财务状况也不一定健康。而当财务自由度大于1时，则实现

了富现金流，家庭的理财效果优良，通过积累的家庭财产产生

的理财收益，完全能满足年支出的需求。

A 家庭目前的财务自由度为 0，该家庭希望 10 年后实现

50% 的财务自由度，现在家庭年支出 19．74 万元，按 3．5% 的

通货膨胀率测算，10 年后家庭年支出 28 万元，如 10 年后房屋

贷款剩余额较小，可用 10 年内积攒的金融资产进行提前还款，

每年可减少 7 万元的支出，年支出仍然为 20 万元左右。在未来

的三五年内可考虑买入 1~2 套商业房产，10 年内以租抵供还清

贷款，10 年后房租收入现金流预计 5~8 万元，而 10 年内积攒

的金融资产和家庭收藏等资产预计可达到 50~100 万元，投资

收益按 7% 测算，年综合理财收入达到 10 万元即可实现 50%

的财务自由度。

（六）自由储蓄率

自由储蓄率＝自由储蓄额÷总收入，自由储蓄额＝总储蓄

额－已经安排的本金还款或投资。已经安排的本金还款或投

资指当期拨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和个人基本养老账户的金

额、房贷应定期摊还的本金额、应缴纳储蓄型保费额、应缴基

金定投金额等。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教材中自由储蓄率以

10% 为目标。

A 家庭储蓄能力分析 ：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作收入，在每年

积攒 3．6 万元的子女教育费用后，年自由储蓄资金 9．66 万元

（13.26 － 3.6），自由储蓄率 29.27%，储蓄结余额较好，家庭净

资产达到了131 万元，但没有建立养老等家庭理财储备规划，

10 年内可通过投资房产和积累金融资产的方式逐步建立养老

资金池。

笔者认为，自由储蓄率是在完成了养老、教育、购房、买车

等刚性资金规划后，在日常消费之余还有闲钱进行自由储蓄，

如发年终奖可自由支配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刚性理财规划之后

的自由储蓄率越高，说明家庭的收入中可自由支配的结余越多，

有很好的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储蓄来源，如房租收入、股权收益

等。A 家庭属于成长期家庭，自由储蓄率达到了 30%，是财务

健康的家庭。一个良好的家庭支出结构应是 ：40% 用于生活支

出（包括房贷等支出）；30% 用于教育、养老、购房、买车等强

制储蓄 ；30%可自由储蓄，用于家庭财产增长积累，获得财产

性收入。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深圳市康瑞德理财顾问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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