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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不知的经济学常识

食不重味
节俭过年味亦浓

送女友现金就是不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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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私人银行理财经理关
虹介绍：“中国人喜欢逢年过节买东西，节日消费
的力量不容小觑，但是面对春节、情人节等节日，
建议市民权衡自己的收入和支出，理性消费。”

关虹建议市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避免过度
消费。

第一，理性消费，不要因为过节突击消费。有
人就有在过年期间换手机的习惯，不管目前的手
机是否还能使用，也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条件是否
允许。关虹建议，这种自控能力欠佳的市民要养
成记账的习惯，以便随时掌握自己的收支情况，合
理安排支出。

第二，当有购物需求时，货比三家，选择性价
比最高的。市民秦女士介绍：“以往父母都是在超
市买年货，今年开始网购了，各种商品算下来，也
省下了一笔钱。”

第三，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假期出游正成为
人们的休闲方式，提前安排行程能够有效节省开
支，市民可以提前预订机票、安排住宿等。

第四，合理使用信用卡，缓解现金流压力。
关虹介绍，使用信用卡消费不仅可以享有免息
期，而且可以办理分期业务，持卡人的现金流不
会受太大影响，大大减轻了持卡人的节日消费
负担。

□记者 郭飞飞

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段子：“女孩想要一个
苹果，男孩觉得香蕉更好，千辛万苦地为女孩找来
一车香蕉。全世界都被男孩感动了，女孩却没有
被打动，因为女孩想要的只是一个苹果而已。”这
是为什么呢？在经济学看来，礼物反映了信息不
对称和发信号。

简单来说，信息不对称就是一个人比另一个
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多，这种获得相关知
识的差别就被称为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中，
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市场以多种
方式对不对称信息做出反应，发信号就是其中之
一。发信号是指有信息的一方，仅仅为了获得信
任，而披露自己私人信息所采取的行动。

在上面的例子中，女孩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
的偏好，男孩却拥有女孩想知道的私人信息，那
就是他真的爱她吗？为女孩挑选一件合适的礼
物就是爱她的信号，但是挑选到一件合适的礼物
并不容易，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取决于私
人信息——他多有多爱她，判断的标准则是女孩
的偏好。

有人认为，送给对方的礼物首先要自己喜
欢。可是，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吾之蜜糖,彼之砒
霜。就像例子中的那样，虽然男孩喜欢香蕉，但是
一车香蕉带给女孩的效用也没有一个苹果带来的
效用大。因为送礼本身就是花钱去满足对方的效
用，所以送什么样的礼物首先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考虑，花时间获取对方的信息。因此，送一件适
合女孩的礼物就是传递男孩爱女孩这种私人信息
的一种方法。

针对上面的分析，有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判
断：我们通常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偏好，那就可
以推断出人们对现金的偏好都大于实物，送礼物
直接送现金好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正在上大
学的孩子收到父母的支票，通常并不会难过。热
恋中的女孩收到男朋友的现金，通常会非常不开
心，这是为什么呢？

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看来，送礼物是发信号的
一种方式，恋爱中的男女常希望通过送礼物来判
断对方是否爱自己，了解自己的喜好。父母的爱
不容置疑，因此接受者也许并不会把现金礼物理
解为缺乏感情的信号，但是对男女朋友来说，送现
金就显得不合适了，因为对方很有可能在想：“你
连表达是否爱我都懒得尝试。”

□记者 郭飞飞

春节是传统的消费高峰期，采购年货、孝敬父母、社
交聚会、休闲娱乐、路费等各种花销，让不少人感到了压
力。有人就说，这过的不仅是羊年，还是 年。

人物：正值壮年的周先生
职业：我市某公司职员

过年花费:
●2007年，一家三口回洛

阳的老家过年
服饰 660 元、礼品 280 元、

压 岁 钱 500 元 、父 母 过 节 费
1000元、糖烟酒230元、交通费
80元

共：2750元
●2015年，一家三口去北

京旅游过年
服饰2800元、交通费2500

元 、住 宿 费 5000 元 、餐 饮 费
5300 元、景区门票 2000 元、儿
子压岁钱1000元

共：18600元

算算过年这本账

应对节日消费 这些方法可行

当部分人喊着过年期间的花销太大时，有人
则淡定地享受着节日的悠闲。他们认为，节俭过
年不是做分文不花的铁公鸡，而是选择别样的过
年方式。

少燃放一些鞭炮，不仅省钱还对环境有益；选
择在家做饭，而不是在外就餐；选择近郊游，也可
以节省一部分开支；用自己精心制作的礼物代替
压岁钱，也许能给孩子一个更有意义的回忆。

节俭过年悄然兴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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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年的花费也是
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市某公司职员周先生说：

“2007 年，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过年，才花费
2000多元。今年，我们选择旅游过年，居然花了
将近2万元。”

市民黄女士说：“过年家里最主要的开支是在
人际支出上，现在送礼讲究健康有品位，每家的
支出在600元左右，走上三四家亲戚，几千块钱
就没了。再加上给孩子们的压岁钱、同学聚会等
费用，光人际支出就要花费近1万元。”黄女士表
示，对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这样的开支还是略

有压力的。
市民曹女士表示：“我和爱人在洛阳工作，平

时看望父母的机会不多，给父母的赡养费是过年
的主要开支。不过，这钱花出去了，心里也觉得舒
坦，平时对他们的陪伴不多，这也是表达自己心意
的方式。”

市民李女士说：“以前过年，家里最主要的开
支就是买衣服、采购年货。现在，过年的方式越来
越多，花钱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我们在看电影、做
美容、喝咖啡、旅游等休闲娱乐上的花费远远超过
了在衣服和食物上的花费。”

人物：刚结婚的张女士
职业：我市某公司职员

过年花费：
●2014年，张女士尚未结婚
没有参与家庭年货采购，几乎没有开支
●2015年，张女士去父母家过年
几乎没有开支，还收到了父母、亲戚给的红包

人物：刚参加工作的郑先生
职业：深圳市某公司职员

过年花费：
●2014年，郑先生回洛阳老家过年
路费1000元、孝敬父母4000元
●2015年，郑先生一个人在深圳过年
人际支出2000元、过节开支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