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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人寿
2017年人际关系亲密指数报告

*中国
*注： 文中“中国”均指“中国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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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大陆人际关系现状
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与我们的幸福、健康和长寿 

息息相关。然而，我们对于人际关系真正了解多少？影响人际关系的

要素有哪些？什么会削弱人际关系？又如何增强人际关系？ 

2016年，首份中信保诚人寿人际关系亲密指数报告（下称“报告”）

就人际关系提出了深入见解。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既有笑容又有泪水、

既有喜悦又有惶恐的报告，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爱与尊重。调研结果 

揭示了各种影响人际关系的行为以及有助改善人际关系的要素。

通过此次推出的第二份报告，中信保诚人寿继续探索亚洲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人际关系状况，调研覆盖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 

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今年，共有超过4600人

分享了自己与伴侣、父母、子女以及亲朋好友关系的见解。

该报告揭示了中国受访者当前实际人际关系与理想人际关系之间的 

差距，并提出了改善现状的方法。报告以满分100分为标准，衡量了受

访者的各主要人际关系是否能够百分之百地满足其需求。在中国大陆，中信

保诚人寿通过网上取样的方式调研了600多名受访者，覆盖北京、上海 

和广州三大一线城市。受访者年龄介乎25至55岁，家庭月收入最低为

10,000元人民币（代表了受调城市中家庭收入前三分之二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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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第九名

人际关系亲密指数 
54/100

中国大陆人际关系亲密指数 

得分54分（满分100分）， 

在九个亚洲市场中排名最低。 

柬埔寨位居第一。

在2017年人际关系亲密指数调研中，中国大陆得分54分（满分100

分）。这意味着，平均而言，受访者目前的各主要人际关系只满足了

其54％的需求，与理想的人际关系还存在46％的差距。 

本报告主要介绍了2017年中信保诚人寿从中国受访者那里了解到的 

人际关系状况。



3

20
17

年
中

信
保

诚
人

寿
人

际
关

系
亲

密
指

数
报

告
 -

 中
国

大
陆

在2017年人际关系亲密指数调研中，中国大陆得分54分（满分 

100分），与2016年无变化。

同去年一样，中国大陆依然在所调研的九个市场里排名最低。

柬埔寨得分为86分（满分100分），位居榜首。亚洲地区全部市场的平均 

得分是71分。

考虑到人际关系对幸福、健康和长寿至关重要，本报告针对中国大陆的人际

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洞察：人际关系的支柱是什么？我们应如何 

加强和改善人际关系，并从中获得更多满足感？

受访者年龄介乎25至55岁，95%拥有伴侣，其中86%已婚，81%已为人 

父母。50%的受访者表示与伴侣的关系最好（与其他所有关系相比）。

中国大陆

2016年中国大陆人际关系
亲密指数得分54分 

（满分100分）

2017年
人际关系亲密指数

柬埔寨第一名

菲律宾

越南

印度尼西亚

泰国

新加坡

中国大陆第九名

马来西亚

中国香港

3

在2017年中信保诚人寿人际关系亲密指数调研中，中国
大陆在九个亚洲市场里排名最低。

第九名

54/100

并列

第二名

并列

第二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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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小帮手

在中国大陆，多数夫妻认为，在财务规划和管理方面与专业理财顾

问合作有助于改善夫妻间关系（57％）。

• 

·这一点在各自单独进行理财规划的夫妻中更为突出，其中63％ 

 表示与理财顾问合作使夫妻间的感情变得更好。

 

 

·88％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技术进步使人们能够更轻松、更妥善地 

 进行理财规划。

因为有彼此，我们才更（富）强！

在亲密度方面，共同理财的夫妻得分（62分），高于单独理财的夫

妻（41分）。共同理财的夫妻对短期内的个人财务状况和夫妻关系

也更为乐观。

 

·与伴侣共同进行理财规划的受访者中，有78%认为自己的财务 

 状况将在未来五年内有所好转。相较而言，仅有59%的单独理     

 财者这样认为。 

·共同理财的夫妻中，有58%认为自己未来五年的爱情生活会 

 越来越甜蜜，而各自单独理财的夫妻中，仅有49%这样认为。

财务与人际关系

57%

62/100 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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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人际关系

中国文化传统的变迁 爱没有秘密

在中国大陆，虽然有多达47%的人目前承担了父母的日常开支，但

仅有少数人（28%）期望在他们自己年老时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

超过一半（62％）的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对伴侣完全开放透明。

· 59％的受访者将他们的所有资产放入联名账户，在亚洲所有 

 受调市场中占比最高。 

· 48％的受访者至少每星期与伴侣讨论一次理财计划。

· 大多数受访者（87％）希望利用个人储蓄和资产来养老。 

· 然而，多数中国人通常认为退休金不是大问题。仅有34％的受访 

  者对自己能否获得足够的退休金表示担心，这是所有市场中的最 

  低数值。 

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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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解百忧 家庭和睦，共享天伦

与女性（45％）相比，更多的中国男性（64％）认为他们是伴侣关

系中的开心果，亲密关系指数揭示了笑是建立更好伴侣关系的关键。

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时光意义非凡。多数人（61％）将“与家人一

起旅行”作为首选财务目标，这一比例在亚洲最高。

· 72％的受访夫妻至少每星期和伴侣一起笑一次，其中29％表现 

  更佳，每天都与伴侣共享欢乐时光。与很少一起笑的夫妻相比， 

  经常一起笑的夫妻在亲密关系上往往得分较高，前者得分41分， 

  后者得分52分（满分100分）。 

· 53％的受访者认为让自己发自内心地笑是伴侣应具备的重要 

  属性。41％的受访者甚至坦言他们希望现在的伴侣能够更风趣 

  幽默些。

· 受访者表示，理想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平均每星期多花四个 

  小时与父母共享天伦。

对伴侣关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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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伴侣关系的期待

争吵在所难免 父母为子女操碎了心

在中国大陆，子女问题和生活环境是夫妻争吵的两大源头。 88％的人承认他们非常担心子女的前途问题，超过半数（52％）表

示他们的首要财务目标是为子女的教育提供支持，这一比例在亚洲

最高。

· 30％的受访者至少每星期对他们的子女进行一次财务管理或规 

  划教育，45％的受访者每星期会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常规建议。 

· 尽管大多数家长非常担忧孩子的未来，但大部分中国受访者 

 （76％）认为，到2050年，子女的状况会比目前好。

· 27％的受访夫妻表示他们会就子女问题发生争吵，这是中国夫妻 

 争吵的第二大原因。 

· 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准也是夫妻经常争论的问题（2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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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伴侣关系的期待

凭什么所有事都要我做？

23％的人表示家务是引发和伴侣争吵的导火索，女性称她们是家务

劳动的主力军，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孩子的任务。

· 中国受访者中，38％的男性和76％的女性表示他们照顾子女 

  更多一些。 

· 42％的男性和68％的女性表示他们承担了大部分家务。 

· 73％的男性和80％的女性认为，到2050年，男女会做同样多的 

  家务。

9



10

20
17

年
中

信
保

诚
人

寿
人

际
关

系
亲

密
指

数
报

告
 -

 中
国

大
陆

科技与时间分配

吃饭不要看手机！ 青睐手机联系，不愿面对面交流

高达81％的人认为，如果聚餐时大家能暂时关闭手机，那就再好不

过了。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与面对面交流相比，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通过

手机沟通；近一半（45％）人表示，他们身边总有人喜欢对着屏幕

聊天而非当面交谈。

· 65％的受访者承认，即使在与他人交谈时也会被屏幕上弹出的 

  各种提示信息分散注意力。 

· 4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没有接到来电或收到短信，他们会 

  感到不安。 

· 5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家人花费太多时间在刷手机，因而忽视 

  了彼此间的交流。

65%



11

20
17

年
中

信
保

诚
人

寿
人

际
关

系
亲

密
指

数
报

告
 -

 中
国

大
陆

把电子设备放一边儿去！

在电子设备上花费过多时间是引发中国夫妇争吵的罪魁祸首（31％）。

· 48％的受访者表示，在手机上花费过多时间对他们与家人的 

  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 3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已陷入与伴侣的手机争风吃醋的地步， 

  而35％则承认他们经常因伴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感到 

  困扰。 

· 30％的受访者希望伴侣能够多关注自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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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抽烟喝酒，还是和我过？

对于中国人来说，健康无疑是头等大事。25％的中国夫妻经常因饮

酒和吸烟问题争吵。

健康就是财富

纵观2017年所有受调市场，中国人的期望寿命最长（希望自己活到

85岁，伴侣活到87岁）；同时，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健康也最有信

心。

健康与长寿

· 在问及最希望伴侣发生怎样的改变时，超过一半（56％）的 

  受访夫妻希望伴侣越来越健康。

· 在所有受调市场中，中国受访者担心身体健康的比例最低 

  （54％）。这可能是由于目前中国大陆有高达52％的受访者 

  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健康，该比例居亚洲地区榜首。 

· 45％的受访者对晚年能否保持活跃的精神面貌表示担忧。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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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中国受访者（91％）都认为目前他们与伴侣的关系 

  比双方第一次见面时要好，该比例在亚洲高居第二位，仅次于 

  印度尼西亚。 

·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7％）预计未来五年内他们的情感生活 

     将有所改善。

· 71％的受访者认为离婚和分居将为社会所接受。 

· 59％的受访者认为同性婚姻将为社会所接受。 

· 32％的受访者认为超过半数的婚姻将以离婚或分居收场。

两情若是久长时

高达89%的人认为他们目前和伴侣的关系已经超出预期。

2050人际关系再定义

中国受访者对2050年人际关系做出了如下预测：

健康与长寿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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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人际关系亲密指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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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人际关系亲密指数调研中，中国大陆得分54分（满分100

分）。该分数表明，中国受访者在人际交往中获得的满足感，仅达到

了自己需求的54%。中国大陆的亲密关系指数得分低于2017年亚洲

地区的平均水平（71分）。

2017年，中国受访者的伴侣关系平均得分是49分（满分100分）－这

说明中国受访者从伴侣身上获得的人际关系满足感，连他们需求的一

半都没有达到。该项得分与2016年无变化。

中国受访者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得分比2016年略低。与父母的

关系得分（36分）较2016年（38分）下降了2分。与子女的关系得分

（35分）较2016年（36分）下降了1分。

各主要人际关系

 

 

 

子女
35/100

好友
36/100

父母
36/100

同事
23/100

49/100
伴侣 亲戚

27/100

20162017

 

100

0

 

 

54需求未满足

46%

需求满足
54%

中国大陆2017
人际关系亲密指数

中国大陆 2016
人际关系亲密指数

712017年亚洲地区的
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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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陪伴、交流和承诺

强大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相容、陪伴和交流这三大支柱之上，而人际关系
的可持续性则扎根于承诺。 

中国受访者重视与信守承诺的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交流中的诚实品
质，也很珍视忠诚守信的人。 
 

同时，中国受访者也重视为自己提供情感支持的人。他们希望与关心自
己健康、能够安抚自己、能体会自己感受的人保持亲密关系。
 
此外，中国受访者希望在人际关系中保留一定程度上的独立空间——他
们珍视能够尊重他们的个性、能够适应他们生活方式的人。他们也认为
伴侣应当很容易相处，这意味着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放松，充满乐趣。

	
承诺 强大而可持续的	

人际关系

·容易相处

· 尊重我的个性

· 能适应我的生活方式

· 真诚待我

· 易于沟通

· 能设身处地理解我

· 愿意维护我

· 经常与我互动

· 能够安抚我

相容 交流

陪伴

强大的
人际关系 · 关心我的健康

· 在需要时安慰我

· 忠诚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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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受访者的伴侣关系得分为49分（满分100分），这说明中

国受访者从伴侣身上获得的人际关系满足感，连他们需求的一半都没

有达到。该得分与2016年的该项得分（49分）没有变化。2017年所有

受调市场伴侣关系的平均得分为67分。

在所有的中国受访者中，86％已婚，另有9％目前已有男朋友或女朋

友，仅有 5％为单身或未婚。

伴侣关系得分 理想伴侣

中国受访者最看重伴侣能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他们希望伴侣能够

与他们保持亲密的情感联系，并且能够有效安抚他们。

独立性在伴侣关系中也很重要。中国受访者重视伴侣是否尊重他们的

个性、是否愿意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

理想伴侣拥有的前十大特质

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真诚待我

让我发自内心地笑

依据：全部中国受访者（n=600）

尊重我的个性 61%

愿意维护我 61%

能够安抚我 58%

能适应我的生活方式 57%

57%经常与我互动

容易相处 54%

相似的兴趣爱好 54%

53%

53%

喜欢和我保持情感联系 61% 第一名

2016年排名

18

第二名

第三名

并列第九名

第十二名

第六名

第四名

并列第九名

第十五名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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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伴侣关系满足感方面，中国受访者有着明显的变化。相比2016

年调研结果，今年有更多受访者认为伴侣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为他们提供

支持（2017年为57％，2016年为36％）。同时，也有更多受访者认为

伴侣会为他们的过失寻求善意解释（2017年为55％，2016年为34％），

并将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2017年为57％，2016年为38％）。

不过，与去年相比，中国受访者中认为伴侣与他们“志趣相投”或“容

易沟通”的比例却有所下降（前者2017年为45％，2016年为57％；后

者2017年为49％，而2016年为60％）。

伴侣关系的变化

中国受访者2017年向伴侣示爱的频率较2016年有所降低。54％的受访

者至少每星期对伴侣表达一次爱意，略低于2016年（59％）。同时，与

伴侣交流的次数亦略有减少，主要是由于被伴侣逗笑的次数减少、彼此 

交谈以及争吵的频率下降。

2016年至2017年	
在看待伴侣关系满足感方面的主要变化

依据：已婚、订婚及有伴侣的中国受访者（n=570）

较2016年变化值百分比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至少每星期	
与伴侣进行一次互动

依据：已婚、订婚及有伴侣的中国受访者（n=570）

2017年新增了部分互动项目。数据趋势不可用。

较2016年变化值百分比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72%
-3%

逗我笑

19%认真地考虑离开他/她

41%一起憧憬未来

65%
-1%

至少花1小时的时间交谈

54%
-5%

向对方说我爱你

54%
-2%

听到对方说我爱你

48%共同进行理财规划

50%约会共进晚餐

16%
-3%

与他/她争吵

19

-12%
45% 和我志趣相投

-11%
49% 容易沟通

-9%
63% 对我忠诚

+21%
57%在紧急情况下为我提供支持

+19%
57%将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21%
55%对我的过失给予善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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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改变你……

56%的人希望伴侣变得越来越健康。

在被问及“希望改变伴侣什么”时，5％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的

伴侣已经很完美，不想要任何改变。如果一定要选出一点，他们大

多希望伴侣能变得越来越健康（56％）。44％的受访者希望伴侣能

负起更多责任，41％希望伴侣更风趣幽默，32％则希望伴侣能更富

有。此外，也有8％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与伴侣之间的关系非常糟

糕，只求与伴侣一刀两断。

中国受访者中，72％每周至少和伴侣一起笑一次，比2016年的75％

有所下降。29％每天都能与伴侣一起笑。笑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密切

相关。超过半数（5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理想的伴侣应当能让自

己发自肺腑地笑。每周至少与伴侣一起笑一次的受访者在伴侣关系

方面的得分是52分（满分100分），比很少一起笑的夫妻高出11分

（后者得分41分）。

大多数中国男性认为他们是伴侣关系中的开心果。64％的男性认为

他们逗伴侣开心比伴侣逗自己开心的次数多，55％的女性表示认

同，认为她们的伴侣是亲密关系中的“开心果”。41％的中国受访

者称希望他们的伴侣能更幽默风趣些。

一笑解百忧

56%72%

经常一起笑的伴侣，亲密关系得分比很少一起笑的伴侣高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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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伴侣有哪些改变

依据：已婚、订婚及有伴侣的中国受访者（n=570）

希望他/她越来越健康 56%

希望他/她更加负责 44%

希望他/她更加风趣 41%

希望他/她更加富有 32%

希望他/她多关注自己 30%

希望他/她更好沟通 27%

希望他/她更加慷慨大方 25%

希望他/她颜值更高 23%

希望他/她戒烟/戒酒 18%

希望他/她更加大胆上进 13%

无需改变——我的另一半已经很完美 5%

希望他/她消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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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在所难免

31％的人会因为伴侣花在电子设备上的时间太长而发生争吵。

凭什么所有事都要我做？

23％的人会和伴侣因为做家务发生争执

2017年调研结果显示，和2016年一样，夫妻双方在情感关系中继

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68％的受访女性和42％的受访男性表示，他

们承担了大部分家务。76％的受访女性和38％的受访男性称孩子

主要归自己照顾。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和伴侣会为谁做家务发生 

争执。

人们普遍认为，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平等，但可

能需要很长时间。73％的受访男性和80％的受访女性认为，到2050

年，男女会分担同样多的家务。但仍有近四分之一（23％）的中国

受访者认为，即使到了2050年，男女也不会分担同样多的家务。

除了家务劳动之外，一部分中国受访者（31％）也会因为伴侣在手

机或电脑上花费太多时间而发生争执。其他导致夫妻关系紧张的诱

因包括子女问题（27％）和生活环境（24％）。25％的中国受访者

对于伴侣的吸烟或饮酒习惯表示不满。调研结果还显示，在哪一方

率先引发争吵的问题上，男女比例几乎相等。57％的受访女性和47

％的受访男性表示，夫妻争吵往往是由自己引起。56％的受访女性

和53％的受访男性称，他们惹伴侣不高兴的次数远比对方惹他们的

次数多。

2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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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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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

在接受调研的中国成年受访者中，81％已为人父母，89％父母尚健在， 

其中27％与父母住在一起。

2017年，中国受访者的亲子关系得分是35分（满分100分）。这意味

着中国受访者在子女身上获得的人际关系满足感，仅仅达到了他们需求的 

35％，较2016年（36分）下降了1分，表明中国父母认为子女在满足

他们的情感关系需求时做的还不够。在2017年所有受调市场中，亲

子关系的平均得分为50分（满分100分）。

中国父母非常重视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最大期望

是“经常与我们互动”（61％）和“让我们发自内心地笑”（56％）。在趣味互

动之余，父母也希望子女容易相处（53％），特别是希望子女能够让 

他们放松。

24

亲子关系最重要的前十大因素

经常与我互动 62%

让我发自内心地笑 56%

容易相处 53%

喜欢和我保持情感联系 52%

愿意维护我 50%

能适应我的生活方式 49%

尊重我的个性 47%

喜欢一起做事 43%

主动为我做事 42%

在对方沉默时，不会感到尴尬 42%

依据：已为人父母的中国受访者（n=488）

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第一名

2016年排名

第三名

第七名

第二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四名

第十三名

第二十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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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调研显示，44％的受访父母更倾向于认为子女会就他们的过失

寻求善意的解释，较2016年的28％有显著增加。同时，更多的父母

（34％）认为子女能够承担他们的日常开支（相比之下，2016年只有

21％的受访父母有此看法）。

相反，受访父母中认为子女可能遗传他们个性的比例却急剧下降，几

乎减少到去年的一半（2017年为18％，而2016年为35％），认为子

女喜欢与他们保持亲密关系的受访父母比例也有所下降（2017年为 

34％，2016年为44％）。

亲子关系的变化

2017年调研显示，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次数少于2016年。48％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本年度内曾与子女一起玩耍或参加家庭活动，相比之

下，2016年该比例曾高达61％。与子女对话的时间也有所下降，5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每星期花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与子女交流，而

2016年的该项比例为58％。

2016年至2017年	
在看待亲子关系满足感方面的主要变化

较2016年变化值百分比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依据：已为人父母的中国受访者（n=488）

至少每星期进行一次亲子互动

较2016年变化值百分比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依据：已为人父母的中国受访者（n=488）

2017年新增了部分互动项目。数据趋势不可用。

25

对我的过失给予善意解释 44%
+16%

为我提供日常经济支持 34%
+13%

与我的同事朋友来往 30%
+9%

喜欢同我亲密接触34%
-10%

与我性格相投18%
-17%

52%
-6%

至少花1小时的时间一起交谈

42%孩子玩手机的时间太长

30%教孩子进行理财规划

31%
-12%

为孩子感到骄傲

46%
-10%

对孩子说我爱你

36%
-16%

听到孩子说谢谢

26%为孩子的前途担心

48%
-13%

陪孩子一起玩

40%
-16%

给孩子钱

45%
-15%

向孩子提出建议

19%
-1%

与孩子争吵

27%
-9%

为孩子收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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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为子女操碎了心

大部分父母非常担心子女的前途问题。

P.28

88％的受访中国父母担心子女的前途问题，26％的受访者至少每星

期都会为此烦恼一次。

为了帮助子女未来踏上人生坦途，有超过一半的受访中国父母中 

（52％）将支持子女的教育作为他们的主要财务目标之一。其中 

30％的父母至少每星期向子女传授一次理财理念，45％的父母至少

每星期给子女提供一些常规建议。

尽管子女的未来是父母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大家仍乐观地认为， 

子孙后代的生活会越来越好。7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 

子女们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8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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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2017年中国受访者在与父母关系上的得分是36分（满分100分），比

2016年的得分（38分）下降了2分。这说明，中国受访者在父母身上

得到的人际关系满足感，只达到了他们需求的36%。2017年所有受调 

市场中，与父母关系的平均得分是48分（满分100分）。

与2016年一样，受访中国子女期待父母拥有的最重要特质是“愿意维护我”

（65％）以及“能够安抚我”（62％）。中国受访者最希望父母给予

他们独立空间，其中58％的人希望父母尊重他们的个性，49％希望 

父母能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

依据：父母健在的中国成年受访者（n=534）

对父母关系最重要的前十大因素

愿意维护我 65%

能够安抚我 62%

尊重我的个性 58%

容易相处 56%

经常与我互动 53%

主动为我做事 50%

能适应我的生活方式 49%

让我发自内心地笑 48%

喜欢和我保持情感联系 46%

在对方沉默时，不会感到尴尬 44%

27

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并列第一名

2016年排名

并列第一名

第四名

第三名

第六名

第九名

第五名

第十二名

第七名

第十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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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关系的变化

2017年，有更多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宽容的（58％），较

2016年（42％）有所增长。同时，更多受访者认为父母在抚育孙辈方

面提供了支持（2017年为54％，2016年为46％），并为家人的共同利

益而努力（2017年为43％，2016年为35％）。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

受访者承认他们让父母帮带小孩，但认为父母帮做家务的受访者较去

年减少了很多，仅28％表示父母会帮助做家务，而2016年该项比例高

达51％。

越来越多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父母对他们的主观判断性太强，很多受访

者认为父母仍然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对待。45％的成年受访者称自己每

星期都要在父母面前当一次乖孩子。

在中国受访者中，目前有17％的成年人认为父母每星期都在向自己施

压，超过三分之一（34％）表示他们年轻时曾面临来自父母的压力，

更有3％表示，他们年轻时遭遇的高压非常严重，直至今日仍影响着他

们与父母的关系。
依据：父母健在的中国成年受访者（n=534）

2016年至2017年	

在看待与父母关系满足感方面的主要变化

-13%
喜欢同我亲密接触20%

-14%
与我有共同兴趣爱好21%

-23%
帮我做家务28%

+16%
愿意包容我 58%

+8%
为我的利益而努力 43%

+9%
帮我带小孩 54%

较2016年变化值百分比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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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睦	共享天伦

愿意每星期多花四个小时与父母共享天伦。
至少每星期与父母进行一次互动

依据：父母健在的中国成年受访者（n=534）

2017年新增了部分互动项目。数据趋势不可用。

父母把自己当小孩一样对待 45%

父母给自己钱 20%

父母不让自己做想做的事 24%

父母向我施压 17%

至少花1小时的时间一起交谈 44%
-14%

跟父母谈理财规划 26%

一起进行家庭活动
38%

-23%

对父母说我爱你
34%

-22%

给父母钱
24%

-32%

和父母争吵
14%
-6%

尽管定期互动是父母对子女的五大期待之一，但2017年调研

结果显示，中国成年受访者与父母的互动频率较2016年有所

减少。虽然44％的受访者至少每星期花1小时的时间与父母交

谈，但2017年每星期与父母一起进行家庭活动的比例却大幅下

降，已从2016年的56%降至38％。2017年，47％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会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较2016年的57％亦有所下降。 

导致与父母一起进行家庭活动的比例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压

力，并非子女们有意如此。中国受访者表示，如果能选择，他们每星

期愿意舍弃四小时个人时间，这样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父母共享

天伦之乐。

较2016年变化值百分比2017年受访者百分比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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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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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彼此，我们才更（富）强！

在亲密度方面，共同理财的夫妻得分（62分）高于单独理财的夫妻

（41分）。

爱没有秘密

62％的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对伴侣完全开放透明。

理财规划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受访者中，共同制定理财计划是伴侣关系密切的标志。在伴

侣关系得分上，共同理财的受访者得分比单独理财的受访者得分高 

（前者为62分，后者仅为41分，满分100分）。在财务状况预估

上，共同理财的受访者也比单独理财的受访者更相信自己未来的财

务状况会有所改善（前者为78％，后者为59％），并且也更相信自

己的爱情生活会越来越美好（58％的共同理财者持此看法，而单独

理财者只有49％）。

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夫妻更愿意共同承担财务责任。59％的

受访者将所有资产放入夫妻联名账户，只有5％表示他们没有联名账

户，与伴侣单独处理各自财务事宜。中国夫妻对财务的态度也很开

放，逾六成（62％）受访者会与伴侣分享它们的财务状况，近半数 

（48％）至少每星期与伴侣讨论一次财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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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小帮手

近六成（57％）人认为，与专业理财顾问合作进行财务规划有助于

改善伴侣关系。

超过半数的中国受访者（51％）表示，会向专业人士咨询如何管理

他们的财务。57％认为与理财顾问合作进行财务规划有助于改善伴

侣关系，其中63％目前尚未向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在制定理财规划时，中国受访者不仅能在面对面咨询中获益，更有 

88％认为，技术进步使理财规划变得越来越容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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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受访者对退休生活存在一定担忧，这也影响了人际关系。其中，

对未来退休生活充满信心的受访者人际关系指数得分为54分（满分100

分），较对退休生活缺乏信心的受访者得分（40分）高出了14分。

在中国大陆，退休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不少人为养老而存钱。37

％的受访者表示，“存钱养老”是他们的主要财务目标之一。

逾六成受访者（61％）将“与家人一起旅行”作为首选财务目标，这

一比例在2017年全部受调市场中最高。

主要财务目标

和家人一起旅行 61%

支持子女教育 45%

为我未来的退休生活攒足够的钱 37%

买一套公寓/住宅 32%

为我父母的退休生活提供支持 29%

创业 21%

应对紧急需求 14%

买一辆汽车/摩托车 13%

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支持 11%

解决债务问题 5%

依据：全部中国受访者（n=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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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的变迁

仅有28％的人希望在他们年老时，子女能给予经济支持。
希望晚年获得何种形式的财务支持

依据：全部中国受访者（n=600）

用我个人的储蓄和资产

政府提供

伴侣提供

继续工作获取

子女提供

慈善机构提供

亲戚（堂兄弟、侄子、侄女等）提供

87%

39%

33%

32%

28%

5%

2%

在中国大陆，34％的受访者表示，能否拿到足够的退休金是他们最

关心的问题之一。22％的受访者担心他们以后会成为家庭的负担。

大多数（87％）中国受访者希望退休后能够通过自己的储蓄安度晚

年生活。 39％的受访者则希望政府提供财政援助。32％的受访者认

为自己退休后可能需要继续工作（否则生活难以为继）。

尽管47％的成年受访者目前承担了父母的日常开支，但仅有28％希

望在他们年老时，子女能给予经济支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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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就是财富

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为85岁。

健康长寿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36

关于晚年生活最担心的问题

依据：全部中国受访者（n=600）

54%我能否保持身体健康

7%我是否有足够多的东西留给我爱的人

45%我能否保持神思敏捷

34%我退休后钱够不够花

22%我能否保持活跃的社交活动

22%我是否会成为家庭的负担

18%我的人际关系质量会不会下降

18%我会不会孤独

16%如果有意愿，我能否继续工作

在被问及“希望自己能活多大岁数”时，中国受访者给出的平均期

望寿命为85岁，而对伴侣的期望寿命更高达87岁。在2017年受调的

九个市场中，该数值排名最高。14％的中国受访者希望他们能活到

100多岁。5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已婚者比单身者长寿，9％认为单

身者寿命更长，其余40％则认为是否结婚对长寿没有任何影响。

为了享受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中国人正在积极行动。超过半数 

（52％）的中国受访者已经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健康，该比例在整

个亚洲地区最高。由于人们热衷健身，仅有54％的中国受访者担心

自己老年时的身体活力，该比例在所有受调市场中最低。

36



37

20
17

年
中

信
保

诚
人

寿
人

际
关

系
亲

密
指

数
报

告
 -

 中
国

大
陆

两情若是久长时

89％的人认为他们目前和伴侣的关系已经超出预期。

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伴侣之间会变得越来越幸福。91％的

中国受访者认为目前他们与伴侣的关系比双方初次相识时要好，该

比例在所有受调市场中高居第二位，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其中89％

表示，他们目前的关系比最初预想的要好很多。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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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电话联系，不愿面对面交流

与面对面交流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电话进行沟通。

吃饭不要看手机！

高达81％的人认为，如果聚餐时大家能暂时关闭手机，那就再好不

过了。

科技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许多中国受访者认为科技会让人分心，阻碍彼此间的正常对话。4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身边总有人喜欢视频聊天，而非当面交流。

近三分之二（65％）受访者承认，即使在与其他人交谈时，也会被

屏幕上弹出的各种提示信息分散注意力。近五成（48％）受访者承

认，如果没有接到来电或收到短信，他们会感到不安。

中国受访者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科技给人际关系带来的深刻影

响。5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家人在手机上花费了太多时间，留

给彼此交流的时间却很少。81％希望大家一起吃饭时关掉手机，彼

此面对面交流。

8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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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子设备放一边儿去！

48％的人表示手机已经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对科技影响人际关系的认同

依据：全部中国受访者（n=600）

家人在手机上花费了太多时间 59%

伴侣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常常让我感到困扰 34%

吃饭时关掉手机更好 81%

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对我的家庭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48%

和他人交谈时手机弹出的提示信息会让我分心 65%

总有人宁可视频聊天，也不愿和人当面交谈 45%

我和伴侣的手机争风吃醋 39%

科技有助于我进行理财规划 88%	

如果没有电话或信息，我会感到不安 48%	

在中国大陆，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手机或电脑上花费过多时

间，这对他们与家人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31％表示在电子设备

上花费过多时间是伴侣间争吵的导火索之一，30％希望伴侣能够多

关注一些自己，而39％则感觉自己已沦落到与伴侣的手机争风吃醋

的地步。

虽然社交媒体问世的初衷是为了让人们保持联系，但它有时也可能

引发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常常因伴侣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感到困扰。

4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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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50年人际关系变化的预期

依据：全部中国受访者（n=600）

离婚或分居将被社会接受 71%

同性婚姻将合法化 59%

超过半数的儿童将成为非婚生子女（父母选择不婚） 39%

超过一半的婚姻将以离婚或分居收场 32%

很多情侣将选择同居而不结婚 47%

虽然中国大陆的人际关系亲密指数得分仍然低于亚洲其他市场，但中国人对人际

关系的未来依然持乐观态度。57％的中国受访者预计未来五年他们的爱

情生活会越来越甜蜜，55％认为他们与朋友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融洽。 

中国受访者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也颇为乐观。超过三分之二（69％）的受

访者预计他们的财务和储蓄状况会在未来五年内有所改善。

人际关系的未来

中国受访者认为，未来人际关系的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71％认为到

2050年离婚和分居将被社会接受，32％认为届时超过一半的婚姻将以离

婚或分居收场，59％的预计同性婚姻将被社会接受。

对未来五年生活变化的预期

无变化越来越坏 越来越好

依据：全部中国受访者（n=600）

个人财务状况
69%6% 25%

和家人的关系
48%6% 46%

和朋友的关系
55%2% 43%

个人健康状况
41%47%12%

爱情生活
5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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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年中信保诚人寿人际关系亲密指数报告

中信保诚人寿人际关系亲密指数（CPRI）调研旨在考察全亚洲范围内

影响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中信保诚人寿已于2016和2017连续两年开

展了此项调研。

人际关系对于我们的幸福、健康和长寿至关重要。中信保诚人寿人际

关系亲密指数报告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察人际关系，找出让它变

得更强、更好的途径。通过人际关系亲密指数报告，中信保诚人寿为

广大客户、财务顾问、商业伙伴、企业员工、政府代表等提供增值服

务，帮助他们在家庭生活、朋友圈、工作岗位中形成并巩固健康的人

际关系。

为了制作2017年人际关系亲密指数报告，中信保诚人寿在亚洲九个

市场开展了超过4600次访谈。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香港和中国大

陆。访谈于2017年6月26日至7月20日期间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城

市进行，对象为年龄25至55岁的成年人。调研所收集的信息包括两个

层面：个人在各项人际关系中的具体需求、现有各项人际关系对这些

需求的满足程度。

在中国大陆，访谈以在线抽样调研的方式完成。受访者为北京、上海

和广州的600位居民，他们的家庭月收入为1万元人民币以上，代表了

这些城市中家庭收入水平处于前三分之二的居民。调研的误差范围在

+/-4.0%之间。

2017年中信保诚人寿人际关系亲密指数报告充分展示出受访者现有的

人际关系符合其需求及愿望的程度，进而反映了现代都市社会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亲密度和持续性。

通过此项调研报告，中信保诚人寿紧密关注客户生活中的重要事项。

秉承“聆听所至，信诚所在”的经营理念，中信保诚人寿致力于成为

客户的亲密伙伴，真正走入客户内心，倾心提供增值服务，帮助客户

改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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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信保诚人寿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中信保诚人寿”）2000年成立，

由中国中信集团和英国保诚集团联合发起创建。目前，中信保诚人寿

总部设在北京，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3.6亿元人民币。

自成立以来，中信保诚人寿倾心聆听客户心声，不断推出符合客户需

求的产品和服务。目前，公司产品涉及保障、储蓄、投资、养老及医

疗等诸多领域。凭借专业的业务运作经验、成熟的管理机制，以及客

户为尊的服务理念，中信保诚人寿已为全国逾百万客户提供丰富、周

到、快捷、优质的保险和理财服务。

英国保诚集团的亚洲区总部设于香港地区，监管公司横跨14个市场的

人寿保险和资产管理业务。英国保诚在过去超过90年的时间里，为亚

洲个人客和团体客提供金融保障。如今，英国保诚在亚洲已经有超过1

千5百万客户，并持有瀚亚投资旗下的资产管理业务。

了解更多中信保诚人寿或本报告信息，请联络：
hello@relationshipin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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