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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抗通胀，并不意味着大量购买饰品金能获利

那些被“大妈”误解的理财“定律”

□见习记者 郭飞飞

看到熊来了，你是装死还是逃跑？这
不，有人就会选择拼命地奔跑，因为他们都
认为：“只要自己不是最慢的那个，被熊吃
掉的就不会是自己。”在生活中，股民们明
知高位接盘有风险却还这样做，也是认为
只要有比自己更傻的人，就会获利。这就
是股市中的博傻理论。

博傻理论又叫最大笨蛋理论，是由
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它准确
地揭示了投机行为背后的动机。凯恩
斯原本并不富裕，他为了日后能够专注
于学术研究，便拼命地外出讲课赚取课
时费。但是讲课的收入明显不够，于是
他开始了远期外汇的投机。靠着借来
的几千英镑，他在短短的 4 个月内就赚
取了 1 万多英镑，不过 3 个月后，就连
本带利输了个精光。多年后，当他赚得
盆满钵满时，才决定“金盆洗手”。在
多年不断的投机买卖中，深谙人性的凯
恩斯提出了这一理论。

该理论说的是人们可以完全不顾物品
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也愿意花高
价买下。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更大的
笨蛋出更高的价格把这个东西再次买走。
投机行为的关键是判断是否有比自己更大
的笨蛋，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那么盈
利就不是问题。

在股市中，有的股票价格已经明显高出
其实际价值，但仍然有人买进，因为他们相信

“高价之上仍有高价”。因此，在决定是否高
价购入股票前，投资者需要对其他投资者的
心态进行了解，判断是否有更傻的人。

这种在揣度他人心理后，再作决定
的例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现在
要从《中国好声音》历届前十选手中选
出唱歌最好听的那一个，选中的有奖，
但确定谁是唱歌最好听的需要大家投
票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获胜就
不会单从自己的角度考虑，而是猜测大
多数人会选择谁。这时，你的行为就不
是自己真实想法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
大众心理猜测的基础上。

面对疯狂的股民，你可能问，明明知道最
后一定是会有人要承担风险的，为什么还要
这样做呢？因为大家坚信——傻不可怕，只
要不是最傻的就行。同样，结合人和熊的故
事，那就是跑不过熊不可怕，只要你不是跑得
最慢的就行。

从人和熊的故事看博傻理论

2014年11月3日 星期一 编辑／程芳菲 校对／三朝 组版／吴芳 03C

“大妈”认为：应把“鸡蛋”放
进不同的“篮子”里

实际情况：应把“鸡蛋”放进
合适的“篮子”里

“鸡蛋”为资金，“篮子”为投资
渠道，这一著名比喻来自1990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马克维
茨。即不要将全部资金放在同一
个项目上，而是要投放到不同的领
域里，这样的话，即使某一项目失
败，其他项目还可能盈利，从而达
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分散投资从而分散风险，听
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接触到的是这样的
案例：市民张先生进行基金投
资，为了分散风险，张先生认为

要广泛撒网，于是前前后后共买
进了十几只基金，有的甚至连名
字都记不住。半年下来，不仅没
赚，投进去的2万元还损失了好
几千元。

其实，把“鸡蛋”放进不同的
“篮子”里，首先，要知道自己有
多少“鸡蛋”，即资金为多少。如
果本身资金就不多，集中投资或
许更有效率。其次，你还要为

“鸡蛋”找到合适的篮子，最大限
度地把蛋放进安全的篮子中。

在实际投资过程中，盲目进
入并不熟悉的投资领域只能增
大风险，用咱洛阳话说，就是“在
作决定前，得先掂量下自己几斤
几两”。

□见习记者 郭飞飞

购买黄金饰品以期保值增值、按照资
产配置法则进行资产配资、遵照不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进行“分散投
资”……这些经常被“大妈”视为金科玉律
的投资方式或许正在“忽悠”你。

“大妈”认为：购买黄金饰品能赚钱
实际情况：黄金不是避风港
“大妈”疯狂抢金的场景还依然清晰，

但现在的“大妈”提起黄金早没有了当年的
意气风发。望着连连下跌的金价，不少人
感慨：“黄金咋这么不值钱了呢？”

一些理财书籍通常会提到在进行家庭
资产配置时，可以按家庭总资产的10%储备
适量黄金以抵抗通货膨胀。果真如此吗？其
实,要收到黄金抗通胀这一效果，前提必须是
黄金的涨幅要超过物价的涨幅。但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金价连连下跌，其自身连保值的功
能都没有了，何谈抵抗通货膨胀。

“大妈”购买的黄金大多数为黄金饰
品，这类黄金经过加工，往往纯度会有所降
低，在变现时还要减去折旧费等。因此，对
投资者来说，通过购买“饰品金”来寻求获
利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大妈”认为：股市、外汇、期货等业务
投资回报率极高

实际情况：高风险投资未必会有高收益
人们常说：“富贵险中求。”但事实上，

伴随着对收益的追求，潜在的风险有可能
加大；但单纯放大风险不一定能提高收益，
尤其是在短期的投资行为中。风险与收益
是否匹配，还要从考察的时间周期来衡量。

我们通常说的大风险对应高收益，主要
是从20年以上的长周期角度衡量的，而非
同通常一位上的短线操作。中国的股市才
仅有20多年的历史，成熟的投资者又有多
少呢？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面对的是市面短
期的波动和趋势，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的情况
时常出现。

这一“定律”是针对市场整体来说的，
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赚钱。就好
比在股市中，并不是每一个股民都能找到
大牛股，即便找到了，如果在操作上违背了
个股的波动趋势，也有可能赚不到钱。因
此，理想的投资模式应该是用较小的、可控的
风险获得尽量多的收益。

“大妈”认为：严格按照法则
配置家庭资产

实际情况：资产配置要因人
而异

最近，刚刚退休的市民张大
妈迷上了理财，还跟刚毕业的孙
子小王讨论起了“4321法则”。
这一法则说的是在安排家庭收入
时，将40%的收入用于房产和其
他方面投资，30%用于家庭生活
开支，20%用于银行存款以备应
急之需，10%用于买保险。

可小王不买账，原因是今年
才参加工作的小王每个月的工资

为3000元。除去食宿费、交通费、
电话费等，几乎没有闲钱买保险。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其
实，该法则只是告诉大家以投资、
消费、存款、保障来构建收放自如
的收入分配方法，不同人、不同的
家庭阶段，各项的比例是可以浮
动的。小王刚毕业，收入有限，在
保险规划方面，可优先考虑购买
一年几百元的消费型意外保险。

其实，保险只是在风险发生
时给予人们一定的物质保障。因
此，大家在运用这一法则时，要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财富·关注

理财“定律”1
黄金抗通胀

理财“定律”2
高风险对应高收益

理财“定律”3 家庭资产配置“4321法则”

理财“定律”4 把“鸡蛋”放进不同的“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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