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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爱风险，所以输得更惨

对大爷大妈来说， 几十年谨慎储蓄的习
惯正面临挑战；对于爱冒险的后生们来说，自
信和莽撞带来的却是惨痛的教训。

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A股的点位吗？
2015年6月12日， 上证指数最高攀升至
5178.19点，这也是整个疯牛行情的顶点。

上周三收盘，上证指数收在2927.16点，
相比5178.19点缩水43.5%。

2015年6月， 沪深两市总市值为58.46
万亿元，2016年5月为43.37万亿元，即2015
年6月至今，总市值蒸发15.19万亿元。

有数据显示， 2015年6月12日见顶当
周 ， 沪深两市期末持仓投资者数量为
4939.58万。假设当时的投资者未“割肉”，那
么截至目前人均已亏损30.75万元。

买股票， 这可能是过去一年最快的亏钱
方式。关灯吃面，成为大多数股民最生动而又
无可奈何的写照。

无论是股市、存款还是楼市，赚钱的难度
都在加大。物价上涨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财
富增值的压力始终都在。 或许你也在为何处
安放自己的财富而烦恼， 为逐渐放缓的收入
增幅而闹心，但有一点不要忘记：远离风险，
先保有财富，再考虑积极进取，因为大部分人
经不起折腾。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一算吓一跳
这一年来我们竟然亏这么多钱

或许， 此时你手里攥着的手抓饼还和
一年前一样，5块钱一个；或许，此时你坐着
的公交和去年相同， 还是2元钱一张票；或
许， 此时你用的手机流量和去年相比还降
价了，可能100M只需要5块钱……

但这些， 无法掩盖这一年我们财富缩
水的真相，这笔账，真的该好好算算了。

1现金&存款，你已跑输物价

上个周五是农历五月初六，大部分人正
在享受端午节期间欢乐、惬意的氛围。这个
时候，你可能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国家
统计局当天公布了5月份CPI数据———同比
上涨2.0%。

长期来看，2%其实是一个很低的物价
增长水平；不过，如果你将这一数据和你存
款的收益率放到一起，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让
人心疼的数字。

以1年定期存款为例， 目前央行的基准
利率水平为1.5%，比物价增幅低了0.5个百
分点。在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实际利率的概
念：即名义利率-物价水平。目前我们的实际
利率水平为-0.5%———每1万元钱， 这一年
实际上要缩水50元钱。

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打理闲钱的人，任
由每个月的工资静静地躺在你的账户当中，
那么这部分钱缩水情况将更严重。 目前，银
行活期存款利率只有0.35%，1万元活期存
款要缩水165元。

不知不觉间，储户从存款当中能够获得
的利息已经降到了26年来的最低值。

2人民币，对外购买力降低

都说中国人有强大的购买力，世界各地
的商家对中国客人都青眼有加。 但如今，中
国人出国买买买的场面，可能没有以前那么
火了。

同样是在端午期间，另外一个重要的新
闻被忽略：离岸人民币再度跌破6.60。端午
节期间的下跌只是这一年来人民币贬值的
一个片段。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
一年间，人民币对欧元、美元、英镑、日元等
11种货币的中间价， 其中9种为人民币贬
值，贬值幅度最大的是日元，高达19.8%。人
民币对卢布和马来西亚令吉特则保持了升
值。

人民币中间价贬值， 意味着出国旅行、
求学成本的增加。比如一个准备到美国留学
的学生，之前预算10万美元，因为人民币对
美元贬值的影响， 那现在他需要额外增加
44200元人民币的支出。

同样的， 如果一个人要去日本旅行，去
年换汇10万日元（以中间价计），需要人民币
4935元；如果要在现在换汇，则需要6121
元。由于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于是我们可
以看到类似“中国游客赴日爆买降温”这样
的新闻。此外，人民币贬值对海淘一族也有
较大影响，因为进口商品变贵了。

3买房有得赚，但和你是否有关？

从去年下半年至今， 楼市一直都是一个
热门话题。从上海到深圳，再到合肥、苏州、厦
门，楼市暴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深圳，平均房价已经超过5万，一套90
平米的基础户型，也需要450万，按照三成首
付计算， 需要135万元； 每个月的月供需要
1.67万元（30年期，商业贷款，利率4.9%）。
2015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633.30
元，普通工薪阶层难以承受这样的月供重担。

在非一线城市，相对更低的房价，并不意
味着这里的工薪族就能负担得起房价。 以合
肥为例， 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5
月份合肥房价平均为9075元/平方米， 一套
9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大约81万，三成首付为
24万，每月月供为2972元。2015年，合肥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605元， 平均每月
2217元。

因此， 对于那些房价涨幅很高的城市来
说， 大部分工薪族实际上不但不能分享房价
上涨带来的财富增值， 反而要接受财富缩水
的遭遇———更高的房租， 或者将来买房更多
的支出。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情况是， 以上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
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统计，70个大中城市，其
实也只有15个城市房价涨幅超过5%（即有
得赚）， 另外55个城市没有达到这样的涨幅。
其中还有呼和浩特、洛阳、吉林等21个城市房
价还在下跌———如果你刚好是在这21个城市
买房，不但没赚，反而要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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