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文摘

连战家族的

理财之道

宗学哲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不 仅是重要

的政治人物，还坐拥数百亿新台币的

资产。有意思的是，连战父子并不像

先辈那样，通过经商发家，而是凭借

投资理财，使连家财产总值逾 300 亿

元新台 币。

资产 5年翻一番

连战父亲忙于公 务，其母赵兰坤

理所 当 然地成了连家的 当 家人，她不

像一般妇 女 那样只 会把钱存在银行，

而是积极进行投资理财。

台 北中小企业银行的董事长陈逢

源 与连震东是台 南老 乡，彼此私 交甚

好，所以赵兰坤便大胆地购买 了 “北

企” 的原始 股票，并担任 “北企” 的

董事；此后赵兰坤又陆续投资了“彰

化银行” 等股票。后 来，依靠这些股

票，连家获得 了丰厚的回 报。

赵兰坤向彰化银行贷款，陆续在

台北购买 大量的土地和房产，只 租不

卖，长线投资，使家族资产不断膨胀。

在 1 989年台 湾国税局的资料中，登记

在连战名下有六 笔土地，约合20 250

坪价值约 200 亿 元新台币。

几十年下来，连家长期投 资的平

均收益率达到 20% 以上；不 考虑复利

因素，连家资产在以 5 年翻一番的速

度增长。

长线是金短线是银

连战曾透露他们 家的理财之道是

无为 而 治，意思是买进房产或股票之

后 便不去管它。在连家进行投资理财

的 几十年里，他 们只 是追加投资，很

少买 卖，不 以短期获利而喜，不以 暂

时亏损而 悲。

连战家族投资理财给我们的启示

是， 无论炒股还是投资房产，不要指

望一、 两年就能取得多少收益，而是

要选好投资目标，进行长期投资。

巧用人脉避免失误

连震东夫妇投资股票和房产都是

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从台北中小企业

银行的董事长陈逢源，到彰化银行董

事长张聘山 ，都是连震东的老 乡或同

学，彼此非常了解。连家通过人脉资

源，较好地选准了投资方向，避免 了

投资失误。

在我们的日常理财中，个人掌握

的理 财知 识和理财信 息毕竟是有限

的，这时如果有几位理财方 面的良师

益友，便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

理财水平。

借鸡生蛋加大筹码

你手中有 1 0万 元，投资的年收益

是 1 0% ，那你一年可获利 1 万元；你

觉得这项投资十分稳妥，又向银行申

请了20万元贷款进行投资，假设扣除

5% 的贷款利息，那你一年总的投资收

益就是 2 万元。

连战家族就是运用 了这种借鸡生

蛋的投 资方式。他们投资银行股票，

本身会从股票增值和分红中获利，另

外还从银行取得贷款，从而加 大投资

筹码，获得 更大收益。如果连战家族

一直靠 自己的积蓄进行投资的话，估

计现在和台湾的普通老百姓 差不 了 多

少。所以 ，如 果你有房产、 基金等收

益可观 又相对稳妥的投资项 目，可以

适 当地进行负债投 资。

适当承受投资风险

连 家最初投 资股票和房产 的 时

候 ， 多数人认为这是风险投资，基本

无人涉足，而连战的父母从数十年前

就敢于“炒股”、“炒房”，这需要相 当

大的胆量。对于广 大工薪族来说，可

以 借 鉴连战家族的经验，抛弃有钱存

银行的老观念，适当进行较高收益的

风险投 资。

以储蓄和开放 式基金为例，储蓄

比 基 金 稳 妥 ， 但 年 税 后 收 益 只 有

1 .8% ；基金虽 然要承 受一定风险 ，但

很 多基金的年收益都达到 了 1 0%。长

此以往 ，采用不 同的理财方式，在财

富积 累上就会出现分化，其结果是贫

者越 贫，富者越富。所以 ，要想取得

连战家族那样可观的理财收益，必须

选择增值快的非传统投资方式。

（摘自《中国证券报》）

财富文摘

世界首富理财之道

佚 名

世界首富比 尔 · 盖茨敛财的速度

快得惊人，仅 用 1 3年时间就积 累 了富

敌数国的庞大资产。盖茨究竟有什么

投 资秘 方呢？他是如 何打理这份 巨额

资产的呢？

下 面一则真实的小故事很 发人深

省：盖茨和一位朋友同 车前往希尔顿

饭店 开会，由于去迟 了 ，找不到车位。

他的朋友建议把车停在饭店的贵客车

位，“噢，这可要花 1 2 美元，可不是

个好价钱”，盖茨不 同意。“我来付”，

他的朋友说。“那可不是好主意，他们

超值收 费”，盖茨坚持道。由于盖茨的

固执 ，汽 车 最终没停放在贵客 车 位

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盖茨不 愿多花

几元钱将车停在贵客车位呢？原 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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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盖茨作为一位天才的商人深深

地懂得花钱应像炒菜放盐一样恰到好

处。大家都知 道盐的妙 用：盐少 了 ，菜

淡而 无味；盐多了 ，苦咸难咽。哪怕

只 是很 少的几元钱甚至几分钱，也要

让每一分钱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一个

人只 有 当他 用好 了他的每一分钱，他

才能做到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组合投资，不将鸡蛋放在一

个篮子里

如同一般 美国人一样，盖茨也在

进行分散风险的投 资。盖茨拥有股票

和债券，并进行房地产的投资。同时

还有货 币 、 商品 和对公 司的直接投

资。盖茨把 两个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

都投 在了政府债券上。在他除股票以

外的个人资产中，美国政府和各 大公

司的债券所占比 例高达 70% ，而其余

部分的 5 0 % 直接 贷给 了 私人公 司、

1 0%投到 了其他股票上、5% 则投在了

商品和房地产上。

委托专家，不为理财劳神费力

盖茨虽 然是顶 尖级电脑奇才，但

在理财的具体操作方 面难免 “技不 如

人”。为 了使理财事 务不致过多地牵

制 自 己的精 力，盖茨聘请 了 “金管

家”。1 994年，盖茨在微软股票之外的

财产已超过 4 亿 美元时，聘请了年仅

33 岁的劳森作为他的投资经理，并答

应劳森说，如果微软股价一直上升的

话，劳森就可以 用更多的钱来进行其

他投资。除 了50亿 美元的私人投资组

合外，劳森还是盖茨捐资成立的两个

基金的投 资管理人，盖茨对这两个基

金的捐赠是以将自 己名 下的微软股份

过户 给这两 个基金的方式来进行的。

劳森的工作就是将这些股份以最好的

价钱售 出，并在适当的时候买进债券

或其他投资工具来完成这一过程。经

过专家的打理，这两个基金的每年捐

税已经超过了名 列《财富》500家中的

后 几 家公 司的净收入。

（摘 自《世界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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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经理人

为何高效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高效经理人具 有形 形 色 色的个

性，或外向或内敛，或随和或霸道，或

慷慨或吝啬，什么类型都有。可是所

有这些高效经理人都遵循了以下八个

习惯做 法。

自问：“什么事情是必须做的？”

注意这个问题并不是问：“我想要做

什 么？” 杰克 · 韦 尔奇在接过通用电

气 CEO 帅印时，想要推行的是 海外扩

张，可他认识到企业必 须做的是砍掉

那些不 能 成 为行业 老 大或老二 的 业

务。

自问：“什么事情是符合企业利

益的？”即使在家族 企业中，人事决 策

也应该从企业利益出发，而不是任人

唯亲。杜邦公 司的 男性 家族成 员要想

在公 司获得晋升，就必须通过专门小

组的评审，判定他们是否优于同一级

别的所有其他 员工。

制订行动计划。经理人在行动前

先要规划好路 线，考虑清楚自 己期 望

取得什 么样的结 果，可能会受到哪些

约束，而且要认识到行动计划只 是关

于意愿的陈述，并不是承诺，应 当根

据情况的 变化予以修改。同时，还要

在计划中设置检 查点，并安排好 自 己

的时间。据说，拿破 仑虽说过 “没有

哪场胜 利是按 计划取得的”，但 他还

是会 为 每一场战役 都制订好作战计

划，而且比 以 往任何一位将军都要细

致得多，因为这样才能把主动权掌握

在自己手中，而 不 是成 为 事件的俘

虏。

承担决策责任。这一点在关于人

员聘 用和晋升的决 策方 面 尤 为 重要。

经理人应定期反思 自 己的决 策结 果 ，

如果发现预期结果没有达到，首先不

应该责怪 当 事的 员工 没有履行职责，

而 应该认识 到是 自 己的 用人决 策不

当。

承担沟通责任。高效经理人会确

保 自己的行动计划和信息需求得到别

人的理解。他们会与上 司、 同级和下

属分享各类信息，并征询这些人的意

见。他们会让每一个人知 道，为 了完

成任务，自己需要哪些信息，并主动

索取，不断敦促 ，直至得到这些信息。

更专注于机会而不是问题。在大

多数公 司里 ，每个月 管理报告的首页

列出的都是些主要问题。其实把机会

列在首页、问题列在次 页的做 法会更

明智。除非是 面 临大灾难，否则经理

人应该先对机会进行 分析和妥 善对

待，然后再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召开富有成效的会议。要提高会

议 成效 ，经理人首先要确定会 议 类

型，并遵循相应的形 式。会议 在达到

特定的目标之后 ，就必 须立即结 束，

不要又提出其他问题来讨论。会后要

有良好的跟进措施。

在思 考和说话 时习 惯 用 “我们”

而非“我”。经理人拥有职权，完全是

因 为 组织的信任。因此，经理人在考

虑自 己的需要和机会之前，必 须先考

虑组织的需要和机会。

此 外，还有一个做 法非常重要，

那就是先倾听，后 发言。

社会对高效经理人的需求是非常

巨 大的，光靠那些生来就高效的天 才

很 难满足。提高成效是一门科学，像

所有其他 学科一样，是能够学好而且

必须 学好的。

（摘自《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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