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和收 入水平来选择购买适合的寿

险产品。保 费支出占 投 保 人年收 入的

10% ～ 20% 是较科学的。

（摘自《 上海金融报》）

财富文摘

美国人的
理财误区及启示

强 娟

误区一：右手进左手出。表现为拥

有一个利率仅 为 5%的储蓄账户，同时

却为信用卡借款 支付 15% 的利息；把

退税款视 为应急的零用钱；老是想着

一款新车的价格，却不能监督每周的日

用品 账单。这种行 为可以 用另一种方

式来解释，相当于把钱放进多个桶里，

每一个都设定不同的用途。这并不总是

一种错误，但 这种预 算方式的前提 是

错的。仅仅片面而不是全面地审视你的

财务状况会隐藏原本可以 避免的成本

和费用。

误区二：太保守。表现为对有利润

的股票售出过早，对出现亏损的股票卖

出过晚；将太多现金放进货币市场基

金，投资股票比重不足 ；不愿意卖掉已

拥有的东西，哪怕是为了某些更有价值

的投资。

误区三：预期失当。表现为将太多

的储蓄投资于所服务公 司的股票；保

险 自负额 非常低 ；认 为小型股将永远

上 涨。三 分之 二 以 上的美国成年人购

买了寿险，遗憾的是，许多人忽略了一

个更大的风险 ：35岁至 64 岁的人，因

严重受伤 而 丧失大量工 作机会的几 率

是意外死亡几 率的 6 倍。

误区四：只顾眼前。表现为没有登

记 养老金计 划；没有编 制月度预 算；

直到最后时刻才向个人退休账户存款。

误区五：漏洞越补越大。表现为不

肯放弃一只表现落后的共同基金，只 是

因为支付了前端销售费用；修车成本超

出了购车成本；根据已经花费的时间和

金钱来决定继续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

人们从事一项投资之初支付的佣金是

沉 入成本，它妨碍人们正 确地展望未

来。理性的经济学视角告诉人们，沉 入

成本并不重要，它们是过去的东西。

误区六：自我干扰。表现为频繁交

易；过分集中持有少数“绝对不会错的

牛股”；认为自己是水平高于他人的驾车

者。研究显示，人们往往高估自己的能

力。当然，自信和乐观不一定是坏东西，

但在股市里，自信导致人们相信能够击

败市场，但事实上往往 不能。自信的结

果是高风险的投资、频繁交易和多样化

不足，所有这些都会削弱长期回报。

我们从 美国人的理财误 区中可得

到那些警示和告诫呢 ？

告诫一：私人理财要精打细算。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的上升和

积 累的增多，人们已 经 进入现代理财

时代。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财富，都需要

精打细算。如 今无论是银行推出的理

财产品，还 是其它投资种类，收 益是

不一样的，有的差距 甚至还很 大，如

果忽视品 种和机会带来的高收益，就

会 失去赚钱的有利时机。目前，人们

投资证券基金带来的收益是正常储蓄

收 益的几 倍，甚至 几 十倍。大量实践

证明，财富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就 看

你能不能惠眼识财。

告诫二：投资股票、基金要注重

防范风险。2006 年以 来，我国的股市

从 1 000点不断上升，不少人从中获得

了巨大收益，造就了一批百万、千万富

翁。但 收 益和风险 同在，股市出现的

反 复震荡 也 着实让 不 少股民 被 套牢。

必 须一分为二 地看问题，在股市热的

背后，往往 正 酝 酿着更大的投资风险。

告诫三：投资理财要有成本观

念。任 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想获

得收益最大化，就必须要有成本观念。

为什么有的人在股市大赚，有的人却大

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控制成本的

高低点上不一样，如 果想大赚，就必 须

抓住时机，低位建仓，高位抛出；如果

不 注意研 究个股，盲目跟风，就会造

成人家赚钱，自己赔钱。

（摘自《 证券时报》）

财富文摘

奥运藏品
值不值钱要看“出身”

杨 莉

目前跟奥 运 相 关的 各 类 藏品 形

成普涨之势，奥运邮票藏品 的涨幅从

20% 到 100% 不等 ；一家饮 料公 司推

出一款“祝贺申奥 成功”的可 乐 纪念

罐，市场价格 达 100 元 ；一些纪念报

刊、火柴卡标和烟标等也纷纷沾上奥

运题材。奥运藏品 五 花八门，到底什

么样的藏品 有持续的升值 空间和投资

价值？

“出身”不扎实 升值空间不大

收 藏品 出品、发行 方的身份，决

定其 将来的 升值 空间。政 府部门 出

的权威性比商业企业 高得多，如邮票、

金银币，这类品 种属于“国家队”，升值

空间较 大；而一些商业企业发行的奥

运产品 ，以 合作伙伴为 影响点，给人

以 推销的感觉，收 藏意义 不 大，升值

空间暂时没法显现。除确认 藏品 发行

部门的权威性 外，物以 稀为贵为收 藏

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像一些奥运题材

的信用卡这样无 数量限制、由企业发

行的藏品 ，升值 空间不大。

作投资可今明年买  当收藏可后

年买

在香港回 归前，相 关的藏品 价格

被 炒得很 高，后来价格 大幅 回 落。奥

运 系列的收 藏品 在 200 8 年奥 运 开幕

前，或许 会 到 相 对 高 价 点，然 后 从

2009 年价格下 滑。因此，买奥运藏品

作收 藏 用，可考虑在 2009 年左右 购

买，但 出于 炒作、投资赚钱，可以 在

2008 年前购买。

（摘自《 武汉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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