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往会过于看中过去所发生的事，并

相信未来的结局会和过去一样。这

种偏见似乎在每篇金融文献中都会

被或多或少地提到。“过去的表现并

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尽管如 此，

大家仍然会一而再地忽视这种警告，

并寄望未来发生的事会有与过去一

样的结果。

3.忽视概率

每当我们承担风险 时，将有两

种方法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第一是

“可能性”，第二个是“概率”。但是人

们往往只认识到可能性，比如 彩票，

中彩从概率的角度可算是一个天文数

字，然而，一夜之间巨富的“可能性”

却让彩票几乎成为了“穷人的赋税”。

然而，在投资者进行投资时，投资结

果的概率，也就是“风险”在统计学

中的度量，却往往被忽略。我们往往

更倾向于追涨，因为他存在继续走高

的“可能性”。然而“概率”可能会告

诉我们，也许多数预期涨幅已经被计

入股价，调整也将不期而至。

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表

示 ：“回 忆往昔，一直以 来我都以 四

条准则做决策。首先，唯一确定的事

就是不确定性。第二，每个决策从结

果的角度都是对概率的衡量。第三，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仍然要做出

行动。第四 ，我们必 须基于得出结论

的过程进行决 策——而非仅仅依据

结果。”

4. 从众心理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 到这一

点，但是人类都会倾向于“从众”。

多数这种行为与之前提到的刻意寻

找共鸣或者为自己的观点寻找佐证

相关。从思维过程的角度，这相 当

于“如 果所有人”都在做 某一件事，

而你希望得到这些人的共鸣，你也应

该这么做。在生活中，按照常规行事

或许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认可。但是，

在金融市场的起起伏伏中，从 众却让

事情变得更为极端。

橡树资本创始人 H ow ard M arks

曾这么描述自己如何抵御从 众的诱

惑 ：“坚持，并获得成功——这并不

容易。人与生俱来的从众倾向，还有

不合群给自己造成的痛苦都让 坚持

变得非常艰难。不确定性是未来的

特质，坚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特别

是在价格走向与自己的推断相反的时

候，是非常艰难的。做一个孤独的逆

向投资者充满挑战。”

5. 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又被称为“关联陷阱”，

描述我们更倾向于将当前的形势与自

己有限的经验做比。如果你从买卖房

屋中获利，那么这就会让你坚信，你

的下一次买卖房屋仍会取得成功。在

心理上，我们通过极有限的数据“锚

定”了事件，并将未来的决策依附于

这一种心理。

在投资时，我们往往也会面临相

同的问题。如果你买了一支股票并且

获利，你记下了这件事，就“锚 定”了

这支股票，认 为自己有能力掌握它。

反之，如 果你在一笔股票投资中输

了，纵使问题可能仅仅出在交易时机，

你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支股票。

（摘自华尔街见闻）

财富文摘

理财小鬼当家
  各国孩子怎么用零花钱

徐曼丽

英国储蓄理财是必修课

在英国父母的观念里，让孩子们

感受金钱的来之不易，远比让他们理

所当然地享受家长的给予来得重要。

英国儿童从 5岁开始就要接受理财教

育，搞清楚硬币和纸币的区别，懂得

钱的不同来源，并懂得钱可以 用于多

种目的。7岁到11岁的学生要学习管理

自己的钱，认识到储蓄对于满足未来

需求的作用，学习如何管理银行账户，

如何做预算。

他们的理财教育方针是提倡理

性消费，鼓励 精打细算，并且把他们

这种理财观念传授给下一代。

以色列更重视智慧与责任

以 色列并没有按 年龄段 为小孩

子开设理财课程。在以 色列理财教

育中，关于钱的教育最核心理念就是

责任，而且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物权概

念，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同时要尊重

别人的财产 ；另外，对于钱或者个人

财产要知道珍惜，不可以 浪费，以 色

列人讲究节俭，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

就可以 了。

德国让孩子搞储蓄竞赛

绝大多数德国家长认 为，给孩子

零花钱是必要的 ：第一，通过用零

花钱，孩子可以 对交易形成基本的认

识 ；第二，孩子可以 学会拿主意，因

为零花钱是有限的，而想要的东西很

多，孩子从取舍中学会思考，变得有

主见；第三，孩子能学会制订计划。

德国家长们通常定期守时地把 零花

钱交给孩子，既给孩子一种“守信用”

的印象，又 方便孩子安排理财计划。

美国从零花钱中学理财

在美国，几乎每个孩子手中都有

零花钱，而这些钱大多是他们通过帮

助父母或家人做事挣得的。父母付给

孩子报酬大多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

是遵守按劳付酬的原则；二是让孩子

有一定的零花钱可以 购买他们喜欢的

零食和必要的学习用品 ；三是让孩子

得到一些实际的劳动锻炼。

一些美国家庭还让青少年为自己

的电话 费和车费以 及一部分家庭开

支付账。孩子成熟后，父母常会翻开

账本，告诉他 家中的钱是怎么花的，

以 帮助孩子了解如 何掌管家庭的“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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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力更生控制要求

日本的山本教授认为，孩子的零

花钱作为一种文化中介工具，在生活

中占有重要地位，孩子们通过使用零

花钱来创造自己的生活。父母对孩子

零花钱的控制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

定期给孩子一定数量的零花钱，让孩

子自己安排开销。第二 种是根据孩子

的要求或愿望来给孩子零花钱，同时

会控制孩子的要求。
日本人教育孩子有一句名言：“除

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赐予的，其他

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在日本，

有让孩子学会赚钱、花钱、存钱、与

人分享钱财、借钱和让钱增值为主

要内容的理财教育。主张孩子自力更

生，不随便向别人借钱，还主张让孩

子管理自己的零用钱。
中国版案例：和女儿签协议

“挣”零花钱

林妈妈的女儿现在上小学四 年

级，从上小学二 年级每到寒暑假都

会和父母签订“协 议”：做家务活，

赚假期零花钱。他们签订的零用钱

“协议合同”上写着：“甲方按月支付

乙方零用钱 60块钱。如 果乙方做一

些如扫地、拖地的家务时，会额外给

予10元的奖励。如果乙方一个月内花

钱超支，那么甲方有权利在下一个月

把零用钱减半。如果乙方坚持每月能

存入 20元到银行卡，一年后甲方将

给乙方与存款相同数目的奖金作为奖

励……”

林妈妈说，为了让女儿 养成好

习惯，这才与女儿签订“零用钱协议

合同”。他们发现通过这种契约的形

式，不仅制止了女儿乱花钱的毛病，

也增强了孩子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自我

管理能力。而且女儿通过“约束”，自

己已经学会记账，每花一分钱都要

“精打细算”。
（摘自《 大河报》）

财富文摘

四步选择银行理财产品

佚 名

随着国民收 入和家庭财富的增

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希望能通过

稳健投资来实现财富增值。因此，许

多人将目光投向银行理财产品，但种

类繁多的银行理财产品却又让投资者

无从下手。理财专家向投资者支招，

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银行理财产

品。

1.要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相符的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者无论 选择哪类银行理财

产品，都要充分了解各类理财产品的

产品特征和投资风险，如是否保证本

金、是否保证收益，最好和最坏的投

资情况是怎样的等。要选择与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相符的产品，避免盲目追

求高收益而忽视投资风险。

2.要考虑产品的投资周期是

否与资金的流动性相符

选择理财产品 时还要 关注产品

的投资周期，看其是否与自己的需求

相符。同时，还要关注产品 到期的相

关投资条款，了解产品是否有提前到

期或中途赎回 等条件。若产品需持有

到期才可保证本金，则在选择产品时

要充分考虑这一点，以 避免不必要的

损失。

3.要关注理财产品的投资渠

道和收益设计

选择理财产品时，还要关注理财

产品的资金投资渠道和收益设计，投

资者要充分了解产品 到底投向哪里，

到期的投资收益是如何计算的，是否

有公 开的渠道定期了解产品的运行情

况和收益情况，这样才能对投资产品

有个清晰的理解，并可据此来进一步

评估投资风险，实现对理财产品更好

的掌控。

4. 要关注拟选择的理财产品

是否能与现有的资产组合形成配置

投资者在选择理财产品 时，有

时会比较盲目，常常是听说哪款产品

收 益高就投哪款，或者是偏好 某一

类产品 而忽视其他。其实，这样的产

品 选择方式有较 大弊端，使投资者

无 法对目前的投 资产品 组合进行有

效的配置，面临产品 集中度过高的风

险。若未来市场或政策出现调整，将

使整体投资收益受到影响。比如，有

些投资者就偏爱短期的债券型银行

理财产品，但由于债券型产品 会在较

大程度上受市场利率的影响，若利率

出现下调，则手中的产品 收益就会受

到影响。所以，在选择理财产品 时，

不但要关注产品 本身的特征 和收益，

还要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资产配置

要求。

（摘自《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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