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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闲钱”
◎ 记者 朱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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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款利率下调、理财产品刚性兑

付预期打破、 股市不温不火的大环境

下，该如何打理好自己的“钱袋子”成为

热议话题。

对于未来大类资产配置方向，明道

雨认为，股市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最

具赚钱效应的资产；其次是楼市，但仅

限于一二线人口净流入城市；最后才是

固收和存款。

明道雨进一步指出，在短期货币宽

松情况下，预计存款和固收难有较大起

色；房市大涨的可能性很小，国家大规

模刺激的可能性也较小，大概率会是稳

中略升，赚钱效应不会很大。 “股市赚钱

效应可能性比较大，中国股市近期表现

较差，但估值是最被低估的，上涨潜力

和空间较大。 且在国家配套的经济刺激

措施出台之后，经济复苏的预期有望推

动股市走强”。

投资者在收益和风险之间该如何

权衡抉择？

袁华明表示， 安全和增值是投资

中的 “矛盾两面 ”，风险低 、波动小 ，预

期收益率不会高； 预期收益率高的品

种背后大概率对应波动大和风险高 。

投资者需要准确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

能力，收入高、风险承受能力强的投资

者可以更多选择长期收益高的权益产

品，来实现资产的长期增值。 收入不稳

定、 风险承受能力偏弱的投资者建议

更多选择偏固收产品， 保值基础上再

谈收益。

“不同收入水平居民针对个人情况

配置资产，低收入人群更注重安全性和

保值增值，而高收入人群则更注重收益

性和资产配置。 ”夏盛尹建议低收入人

群选择风险较低、 收益稳定的理财产

品，如银行储蓄、货币基金等；建议中等

收入人群在保持一定资金流动性的前

提下，适当增加股票、混合型基金等中

高风险理财产品配置比例，但也要根据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合理分散化投

资；建议高收入人群选择多元化的投资

组合，包括股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

房地产等， 以实现资产增值和风险管

理， 但应注重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避

免短期投机和盲目跟风。

贺金龙则强调，了解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 从而做出适当性的资产配置，

是最重要的一环。 低收入群体首先需要

安排好必要的资产流动性，避免流动性

带来的生活成本支出问题；而中等收入

投资者资产以保值增值的稳健配置为

主， 如占比较大的资金应配置债券基

金，结合少量股票基金；高净值群体在

组合方面更应足够分散，此分散并不是

指多只产品，而是指更重视各大类资产

之间的相关系数，实现整体资产规模的

稳健增长。 此外，高净值人群还可以用

一部分资金承担更大的风险去追求更

高的收益。

富达基金投资策略总监戴旻在接

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直言，随着

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房地产市场近几

年回归 “居住 ”属性 ，资产管理制度改

革，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下行，居民对

投资理财，家庭财富管理的需求持续提

高。 年轻人更多关注资产的回报，希望

通过较高的投资收益提高生活的品质，

中老年人希望通过投资在保护储蓄的

基础上获得稳定回报。

“当前市场环境是做中长期资产配

置的好时机，现在提高股票资产配置的

机会远大于风险。 ”戴旻认为，随着资本

市场的成熟，资产管理体系与制度的不

断完善，风险与回报的对应关系更加明

确，“高收益低风险” 的产品将越来越

少，居民资产配置更多应关注风险的分

散。

戴旻指出，投资理财不应以短期高

回报为目标，需要做好中长期资产配置

的规划，原则上权益等风险资产的配置

应随着年龄的提高而逐步降低。 具体而

言， 年轻人可考虑中高风险的资产配

置，过度保守可能不足以获得足够的财

富积累；年长的投资者应以固定收益产

品为主要配置工具，不应为了短期高收

益而过度承担风险。

存款利率一降再

降、银行理财负收益、A

股赚钱效应平平、民间

借贷“坑”太深……手

中的余钱， 还能放哪

儿？ 财富何以保值增

值？

《国际金融报》记

者近日采访了数位股

民、基民、理财顾问、律

师等人士，意图深入了

解投资者的投资困惑，

试图寻找资产配置的

“最佳答案”，并给予必

要的风险提示。

“去年底 ，理财产品的那一波 ‘巨

震’，让我心有余悸。 ”白领小陆坦言，

从未想过 R2 型中低风险的银行理财

产品也能亏那么多。 最近就买买大额

存单。

今年以来 ，住户存款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的惯性 。 一季度 ，住户存款增

加 9.9 万亿元 ,这几乎是 2021 年全年

的增量。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

表示 ，住户存款增加主要是受居民消

费和投资状况影响 ， 流动性偏好上

升。

随着各大银行纷纷降息，我国存款

利率正迈入“2%时代”。 在一些储户感

叹“幸好存的早 ”之余 ，也有不少人纠

结，以后钱该怎么投资？

“当前确实有不少人陷入 ‘投资

迷茫期 ’， 避险情绪较高 。 ”6 月 15
日 ， 沪上某大型商业银行网点理财

经理告诉记者 ， 近期客户对三年定

期存款 （利率为 2.85% ）兴趣较高 ，

预定利 率 3.5%的 保 险 产 品 也 具 有

一定吸引力 。

据保险业内消息 ，3.5%预定利率

的产品将在 6 月 30 日前集中下架 。

在行业紧抓产品下架前的销售窗口

期之际 ，恰逢多家银行下调存款挂牌

利率 ，这一类保险产品的热度被推向

高潮。

沪上某保险机构理财顾问向记者

表示，“储蓄保险特别是大金额保单，是

公司业务销售额的 ‘大功臣’。 近两个

月这块业务很忙， 客户对 3.5%预定利

率产品的投资意愿提高。 ”

中金公司分析认为，未来 1 至 2 年

存款平均利率仍有约 20BP 的进一步

降息空间。如果存款利率跟随贷款利率

调降 ， 存款利率有望下调 25BP 回到

2017 年水平。 其中，定期存款和企业活

期存款下调空间较大（包括规范协定存

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互联网存款

等“创新存款产品”）。

东海期货宏观研究员明道雨在接

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

银行存款利率下调，个人储蓄收益率进

一步下降，普通投资者和高净值人群可

能面临资产配置调整问题。大部分普通

人对这个不是很敏感，大概率还是存银

行不动，再就是按需买房。 普通投资者

的钱可能会有一部分进入股市和楼市，

高净值人群则在此基础上可能还会寻

找其他好的或者政策大力支持的投资

机会。

明道雨认为， 国家降低存款利率

仅是第一步， 后期或有配套措施和相

应的经济刺激政策措施。 目前措施包

括降息、 进一步放松及刺激房地产市

场、促进汽车及家电消费等。 “降低存

款利率考虑有两点， 一是降低银行负

债端成本，缓解银行息差压力，也降低

整个实体经济发展成本， 稳定和提升

市场预期。 二是引导居民部门存款再

配置，一部分进入房市，稳定房地产市

场；一部分进入股市 ，制造赚钱效应 ；

再一部分进入实体， 发展经济和创造

就业”。

股票市场、基金市场是否是个好去

处？

记者注意到，去年 11 月到 2023 年

1 月底，A 股震荡反弹。 但之后伴随着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尤其在今年 2 月后

持续回调。

截至 6 月 15 日 ， 沪指年内上涨

5.3%，创业板指年内下跌 4.65%，沪深

300 年内上涨 1.39%。 赛道分化明显，

传媒、通信、计算机板块一路高涨，年内

涨幅分别约为 58%、46%、35%；商贸零

售、美容护理、房地产、电力设备领跌，

跌幅均超过 10%。

信创、ChatGPT 概念赛道吸金 ，投

资者若是“踩对”赛道和个股，且在合适

的买卖区间交易，赚钱效应明显。

“2022 年 8 月到 2023 年 3 月持仓

了一只 AI 绘画概念股， 中途做了一次

差价，收益大概 180%。 ”一位老股民陈

辰（化名）感慨自己过早在 3 月初清仓，

没想到该股后面仍在持续大涨。 Chat鄄

GPT 横空出世，相关概念股备受资金喜

爱， 这只 AI 绘画概念股的股价在年内

暴涨 358.11%。

有人欢喜有人愁。 在市场分化下，

资金流向 TMT（科技、媒体和通信），曾

经的市场主角新能源、 大消费黯然失

色，而在这些赛道上坚守的投资者只能

长叹一声了。

“我坚持长期投资，基本没有调仓，

目前仍是浮亏的。 手里持有的是一只

半导体股票， 近一年收益率-25.23%，

但这样的收益还是超过了 10.53%的股

民 ；购买的一只新能源基金收益率是

-3.24%。 ”周蕙（化名）无奈地称。

李荣（化名）是一位生意人，也是一

名新手股民，较为激进。他表示，手上有

点余钱，买房远远不够，于是尝试拿来

炒股，“涨跌”之间看似赚钱容易，但实

则风险不小。 近几年他先后将 180 万

元的本金投入股市，截至当前，已亏约

50 万元。

对于年内 A 股表现， 华辉创富投

资总经理袁华明向记者分析，A 股市场

整体偏弱、板块轮动，近期股票基金投

资有两大特点：一是股票基金平均收益

率不高，选错方向和踏错节奏的权益基

金甚至出现亏损。 二是基金业绩分化，

少数热门赛道主题基金表现亮眼，受到

投资者追捧。

“如果资金都放在银行储蓄、货币

基金等，长期无法跑赢通胀。”私募排排

网财富管理合伙人夏盛尹告诉记者，但

投资股票基金须注意波动风险，当下建

议个人投资者考虑低点加仓，定投股票

基金。

优美利投资总经理贺金龙向记者

坦言，根据相关数据记录，个人投资者

赚钱概率和实际收益往往低于机构投

资者。 面对宏观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带

来的价格波动， 个人投资者需要提升

自己的风控意识。具体来看，个人投资

者首先需要增强资本市场的专业知

识；其次，投资者应了解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做出合理的资产配置决策，并且

制定非情绪化的风控框架并将其量

化，要做到严格执行。 最后，投资者应

对自身投资组合做到合理分散化 ，避

免单个行业或个股风险带来的超预期

损失。

不选稳定收益的银行存款、不买中

高风险的股票基金， 在诱人利息之下，

王华（化名）选择参与民间借贷。

然而，现实表明无论是大环境所致

还是个人因素，王华借贷拿息的甜蜜期

待落空，却陷入难以讨回本金的困苦之

中。

王华告诉记者，在年息 8 厘（即年

利率为 8%）的吸引下，以及“熟人”介绍

的信任基础上， 他近两年先后借了 38
万元给当地生意人李明（化名），期间只

拿到了约 4.5 万元利息， 本金和之后的

其余利息便再未到手。

手中握有两张借条的王华对记者

表示，“为了拿回本金，当前正准备起诉

小李。 ”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频发。 根据

《浙江法院金融审判工作报告 》，2018
年至 2022 年，浙江省法院金融案件一

审收案数排名前五的案由较为稳定 ，

其中： 民间借贷纠纷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稳居第一和第二大案由。 五年来，

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收案总数 70.95 万

件 ， 占 金 融 案 件 一 审 收 案 总 数 的

60.75%。

民间借贷是否受法律保护，存在哪

些风险？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熊文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首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利率

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四倍的，超过部分的利率，法院是

不予支持的。 其次，借贷时一定是自有

资金出借，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是合法用

途。 否则借贷合同或会被认定无效，本

金存在无法偿还的风险，有些民间借贷

甚至涉及刑事犯罪，例如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 最后，借贷时一定要审核借款

人的资信情况，必要时要求借款人提供

相应的担保或抵押。

那么， 如果出现逾期或者债务纠

纷，如何保障个人利益？

“任何借贷都存在到期无法偿还

本金的风险， 因此对借款人资信考察

尤为重要， 必要时要求提供担保或财

产抵押。 ”熊文建议，在发生借贷行为

时，一定要保存完整的证据材料，比如

借条 、借款合同 、收条 、银行转账流水

等。 很多民间借贷诉讼纠纷中，只有银

行流水 ，没有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

凭证， 无法证明借款合意存在而被法

院驳回起诉。 如果约定了还款期限的，

要在诉讼时效到期前及时向法院或仲

裁机构提起诉讼或仲裁， 及早保全借

款人的资产， 有担保人或提供抵押财

产的，一并起诉。 如果借款人的借贷行

为涉及刑事犯罪，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警，提供借款合同、资金流水等证据

材料。

资产配置何解44

民间借贷有“坑”３３

股民苦乐不均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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