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理”财会来
切莫不理不睬
□记者 王振华

生活中，我们都需要和钱打交道，
都要面临如何计划收支、如何进行投
资、如何让自己老来无忧、如何让子女
享受更好的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这都需
要您用心打理家庭财富，下面我们就来
说说家庭理财的一些基础知识。

财产保险：
补偿损失 救急“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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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振华

风险总是突如其来，让我们避之不
及，尤其是财产方面的风险，一旦发生
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这些
风险让人捉摸不定、防不胜防，但是只
要每个人都拿出很少的钱，汇集成巨大
的“资金池”，当少数人遭受意外事故
时，就可以从这个“资金池”中拿出一部
分渡过难关——这就是财产保险。

财产保险只用于补偿损失

财产保险是指以各种财产物资和
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以补偿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为基本目的的一
种社会化经济补偿制度。财产保险是
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证保险和农业保险四大类的财产保险
体系。

财产损失保险是以承保客户的财
产物资损失危险为内容的各种保险业
务的统称，是保险公司最传统、最广泛
的业务。

国际金融理财师、认证私人银行
家、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财富管理中心主
任徐斐说：“财产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就是损失补偿，它强调保险人要按
照约定赔偿损失，而不允许被保险人通
过保险获得额外利益。”

如何投保家庭财产保险

不少人认为，只要买一份家庭财产
保险，财产一旦受损，就可以从保险公
司获得经济补偿。其实，并不是所有的
财产都能投保财产险，保险公司对可承
保的财产和不保的财产有明确的规
定。像金银、珠宝、字画、古玩等实际价
值不易确定的家庭财产必须由专门的
鉴定人员进行鉴定，经投保人和保险公
司特别约定后才能作为保险标的。

徐斐提醒大家，在购买财产保险时
要注意家庭财产险的保险责任，一般的
家庭财产综合险只承担因自然灾害和
意外事故而造成的损失，财产被偷不属
于财产综合险的承保责任范围，您最好
给财产投保盗窃附加险。

保管好家庭财产的“急救箱”

财产保险就像家庭财产的“急救
箱”，在遇到风险时能够帮助一个家庭
渡过难关。业内人士提醒大家在购买
保险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填写保险单据时，要明确姓名、地
址、财产项目及各项目的保险金额等内
容。如果您的财产存放在多个地点，最
好分别进行投保。如果您的地址有变
更，需到保险公司办理变更手续。

及时按约定交保险费，妥善保存保
险单。保险合同里已经约定好交费方
式，如果您没有遵照约定，保险公司是
可以不承担赔付责任的。

财产一旦出险，应当积极抢救，避
免损失增大。与此同时，应保护好现
场，及时向公安、消防等部门报案，向他
们索取事故证明。还要尽快向保险公
司报案，向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单、事故
责任认定等必要证明。

家庭理财是关于如何计划家庭收
支、如何管理家庭财富的一门学问，学会
家庭理财，管理好自己的收支和投资，就
可以尽早实现美好的生活目标。

小王是个“月光族”，她说：“作为年
轻人，每月工资就那么多，每到月底就手
头紧，一年下来存不下几个钱，哪里还有
什么财可以理？”

国际金融理财师、认证私人银行家、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财富管理中心副经理
徐斐说，“穷”人更需要理财。理财并不
是等有钱了再进行投资，而是要帮助您
从没钱到有钱、从不会管钱到善于管钱，
它是对人生和财富的全面规划。

要想理财首先需要弄清楚自己的财
务状况，即自己的资产和负债情况。摸
清家底还不够，还要比较准确地了解未
来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摸清了家底，
了解了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您
就可以制定自己的理财目标和理
财规划了。

徐斐说，财务目标按时间
长短可分为短期目标、中期目
标和长期目标。一两年内要
购买一台空调，这是短期目
标；在未来两年至十年内
要完成的目标，是中期
目标；长期目标则是
十年以上的。

制定理财规
划，需要权衡收入
和支出，明确每年、
每月从收入中拿出
多少来消费、多少来
储蓄，还可借助储蓄、
证券投资、购买保
险等手段实现财
富增值。理财
规划在实施
的时候必
需 讲 究
策 略 ，
并要持
之以恒。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
计不到一世穷。”每个家庭都要制
定合理的收支预算。

日常生活中，消费一般可以
分为基本消费、意外性消费、奢侈
性消费等。基本消费包括衣食住
行等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
支出；意外性消费则是偶然性的
消费支出，包括意外伤害、生病的
医疗费用及其他意外事件带来的
消费开支；奢侈性消费则是为了
追求时尚、品味以及满足炫耀心
理的消费支出。家庭理财首先要
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和意外的消
费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

财力来满足奢侈性消费。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压力很

大，很多人为了早日实现有房有
车的梦想，宁愿成为“房奴”“车
奴”，徐斐提醒大家，买房、买车时
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收
入和负担能力合理选择，在认真
权衡贷款时间以及首付、分期付
款的压力后再进行安排。

另外，信用卡的透支消费功能，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方便，但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透支
消费，因为未来的收入总是有不确
定性，一旦花费超出了自己的承受
能力，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明确目标 规划先行

量入为出 量力而行

看数字 学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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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理财规划，您需要了解几个很有用的小定律，这

些小定律能够帮您制定科学的理财规划。

该定律适
用 于 收 入 较 高

的 家 庭 ，这 些 家
庭各项支出的合理

比例是：40%用于房
产、股票、基金等方面

的投资；30%用于家庭生
活开支；20%用于银行存

款，以备不时之需；10%用于
保险。

这个定律的意思是说，如
果您有一笔存款，利率是 x%（不

考虑征收利息税），每年的利息不取
出来，也就是复利计算，那么经过
72/x 年后，本金和利息之和就会翻
一番。举个例子，如果现在存入银
行 10 万元，利率是每年 2%，每年利
滚利，36（36=72÷2）年后，银行存款
总额会变成20万元。

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进
行风险投资的比例应该逐步减小。

“80”定律讲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
长，应该把总资产的多少投资于股
票。这个比例等于 80 减去您的年龄
再乘以 1%。比如，如果您现年 30
岁 ，那 么 您 应 该 把 总 资 产 的 50%
（50%=(80-30)×1%）投资于股票。

购买家庭保险时用到的
“双十”定律告诉我们，家庭
保险设定的合理额度应该是
家庭年收入的 10 倍，每年的
保费支出应该是家庭年收入
的 10%。假如，您的家庭年收
入有 12 万元，那么总保险额
度应该为 120 万元，年保费支
出应该为12000元。

房 贷“ 三 一 ”定 律 说 的
是，每月的房贷金额以不超
过家庭当月总收入的 3/1 为
宜，否则一旦有意外支出，生
活就会捉襟见肘。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小定
律都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并
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72”定律 “双十”定律

“三一”定律
“80”定律

“4321”定律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