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年轻人攒钱只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花钱

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导致储蓄被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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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攒钱真的很重要。”

事实上，很多年轻人的消费观
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老一辈
的人攒钱是在为未来做打算，那很
多90后、00后攒钱很大程度上只是
为了将来能更好地花钱。他们将不
同的“无痛攒钱”方式命名为“公主
存钱法”“365天存钱法”“木鱼存钱
法”……存够了一定金额后再去消
费。

“存钱需要一种仪式感。”在医
药行业工作的白雯欣今年计划存
款5万元，她制作了一个“存钱计划
(2023)”电子表格，分设了36单存
钱计划、52周存款。

每个月工资到账后，白雯欣先拿
出3000元，分别以一年期、两年期、
三年期各存入银行1000元，记录存
入时间和到期时间，一年存入定期
3.6万元，剩下的1.4万元，用“52周存
钱法”，方法很简单：一年52周，每周
递存10元。第1周存10元，第2周存
20元……到第52周存520元。坚持
一年，她就能攒下13780元。

存款上的数字，对白雯欣来说

意味着成长。“我现在是在过日子，
而不是小孩子了”，在她看来，有计
划的生活才是过日子，存钱，就是
在经济方面的计划。

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
张小雨也在琢磨如何把日子过得

“又好又省”。她几乎已经不去实
体店买衣服，家里的用品也多是网
购，有些不急需的商品，她会等到
店家搞促销的日子再一起买。去
年“双11”前，她提前一个多月就开
始挑选商品，多方比价，算好优惠
券叠加，连付款方式的优惠都考虑
得清清楚楚。

今年春节前，莫星实现了自己
的第一个5万元存款目标。过年期
间，她用这笔钱给父母安排了婚纱
照拍摄和全身体检，一个假期下
来，她的余额又回到4位数。但能
让父母开心，她一点也不觉得心
疼，“都是该花的，而且能用我存下
的钱，其实挺有成就感的。”

(莫星、张小雨、白雯欣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

储蓄率创近年新高储蓄率创近年新高

年轻人偏爱年轻人偏爱““无痛攒钱无痛攒钱””，，
““节俭节俭””也超额了也超额了？？

节俭是一种美德，可现在正在有人为它表示担心。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储户存款增加17.84

万亿元，这与2021年全年的水平相比，多增了7.94万亿元。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把钱存入银行。

更令人关注的是年轻人的选择。一项超2万名受访者参与的

调查显示，养老储备日渐受到中国年轻一代(18-34岁)的重视，储

蓄率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其中，76%的年轻一代表示，增加

储蓄的原因在于“增加应急储备”。这些年轻人还为此创造了“无

痛攒钱”的方法，以每次攒钱数小、周期短、目标小为特点，在不知

不觉中，实现痛感极低的攒钱计划。

30岁的莫星就是储蓄大
军中的一位年轻人。如果用

“0”来标注大多数人存款的起
点，那么莫星的位置在“负6万
元”。

她花了近2年时间，才在
去年还清全部负债，其间，她换
了3份工作。

“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
生什么，攒钱真的很重要。”
2022年5月10日，当莫星还清
负债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留念。

这笔负债最初发生在莫星
大学毕业前。那时，忙于秋招
实习的莫星不好意思向父母开
口借钱，用助学贷款和从“借
呗”借出的钱租房、购物等。
2019年 11月，没找到满意工
作的莫星选择买入一项2.5万
元的“保offer计划”课程，“豁
出去也要试一试”，这笔钱成为
负债中的大头。

后来，莫星入职了上海一
家银行的信贷部门，这份工
作的收入大部分和业绩提成
挂钩，她觉得自己“初入社会
又人生地不熟”，可能很难完
成任务，每月5000多元的基
本工资更让她觉得还清负债
遥遥无期。此时，她的贷款
本金加利息已累积到了 6万
元。

2021年6月，莫星跳槽到
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保证了
每月至少 1万元的收入。可

是，市场的变化令她始料不
及。到了10月，公司开始裁
员，还没转正的她终是没躲过
去。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不是
被那6万元困扰，就不会只计
较收入，忽略了银行那份工作
长远来看的好处。”莫星意识到
工作稳定和福利保障的重要
性。

她把所有的东西重新分门
别类整理出清单，不是必需品
就绝不购买，为了防止自己抵
不住诱惑，她还卸载了购物
App，“没有了就不会刷了，不
刷就不会心动”。在还清欠款
后，莫星还注销了信用卡和“花
呗”，她决定“不超前消费，只用
余额来生活”。

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张小
雨也开始学会精打细算生活。
2020年年初，她和老公在杭州
买了房，那一年，她还当上了妈
妈。背着贷款和养娃“两座大
山”，她觉得任何风险都是不可
承受的。

张小雨的老公在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一家的收入大部
分系于老公的工作。这几年的
行业内一些公司在裁员，让她
更没有安全感，想要有更多的
存款。“会担心第二天醒来老公
收到裁员通知，然后就反复查
看存款上的数字，盘算能维持
几个月的开销，可以给自己多
久的缓冲期。”

这些行为的背后共同指向
近些年居民的行为逻辑——风
险厌恶。在经济学界，有学者
甚至用“超额储蓄”来形容如今
中国的高额储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
务副院长陈彦斌认为，2022年
出现的居民“超额储蓄”现象，
主要源于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导
致的储蓄被动上升。他向记者
提到了三方面原因，包括在疫
情的冲击下，线下消费场景受

到较大程度的制约；受房地产
市场景气度下滑以及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下降等因素影响，居
民部分减少了购房和理财等投
资性支出，从而进一步增加了
储蓄规模。

但最重要的是，“受疫情等
因素影响，居民收入不确定性
增加，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
转弱，从而导致预防性储蓄上
升并引发‘超额储蓄’。”这位学
者表示。

如果拉长时间线来看，“超额
储蓄”的状况或许有更深层的原
因。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我国居民长期以来有着较为
强烈的储蓄习惯，老百姓爱存钱，
储蓄率一直相对较高，居民存款占
人民币存款的比例在1995年第三
季度达到最高的60.4%。但随着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投资理财
意识增强、金融产品供给丰富，居
民储蓄意愿有所下降，2017年年
底居民存款占人民币存款的比例
下降到39.2%。

2018年成了一个转折点，此
后国人的储蓄率又开始回升，到
2022年一季度已经达到45.4%。
董希淼认为，这表明居民存款快速
增长和占比提高初步呈现长期化
趋势。

陈彦斌表示，这几年居民储蓄
意愿增强是疫情冲击等阶段性原
因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深层次
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完善收入分

配制度，扭转收入分配失衡的局
面，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水平至关重要。

针对“超额储蓄”现象，不少学
者建议要把“超额储蓄”有效转化
为消费。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
究院院长滕泰对此表示，“中国的
消费不振，不能光惦记老百姓的
钱”。

他列出了一组数据：2022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
121.02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是36883元，那么全国居民
的可支配收入总额在52万亿元左
右，占GDP比重为43%。“这个比
例在美国是80%以上，印度、越南
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70%，即使是
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也在65%左
右，中国的消费不振，核心原因是
居民收入增速在放缓，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过低。”

“促消费关键要从收入端发
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让大家
有钱可花。”滕泰说。

“超额储蓄”能否转化为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