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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
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

——《备急千金要方》

“100减去年龄”
等于可投资

风险资产比例
专家提醒：老年人理财

一定要牢记“安全”、“适可而止”

□记者 鲁龙飞

近年来，以中国大妈为代表的中老年人渐渐成为散
户投资理财市场的主力军。这部分群体对投资理财的
需求非常旺盛，但也由于很多人缺乏理财观念或者思维
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抗风险能力较弱，从而投资失败甚
至上当受骗导致血本无归。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调查发现，老年人参与投资理财热情高，既反映出老年
人对退休后生活缺乏安全感，也体现出老年人在投资理
财观念上还存在一些偏差。

——

A
努力赚钱防生病
现实：越炒股血压越高

老年人投资理财究竟图个
啥？恐怕很多老年人会不假思
索地回答：怕生病住院。

第三方金融信息平台银率
网最近发布的《中国居民金融能
力报告》也证实了这点。当被问
及“在养老计划中，哪些情况难
以应付”时，选择重大疾病和意
外 事 故 的 比 例 最 高 ，分 别 为
67.95%和 55.95%。近七成受访
者为自己及家人购买了保险，其
中大病保险以及普通医疗保险
的购买比例最高。可以看出，中
国居民对重大疾病和意外事故
有着较强的忧虑感，一旦遭遇上
述两种情况，居民就不得不动用
养老储蓄金来渡过难关，进而影
响到后续的生活水平，而有的甚
至可能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
用。

为防止因病致贫，不少中老
年人投资理财的首要动力是积
攒医药费。但是，市场风云变幻
莫测，老年人本来抗风险能力就
弱，过多地将精力投入其中，反
而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60 岁的方阿姨最近就天天
抱怨“头疼”，去社区医院量血
压，发现果然是高血压又犯了。
原来，2015年，股市风起云涌，大
起大落，闲下来无所事事的方阿
姨开始炒股，看股评、研究个股
基本面、学习 K 线图……痴迷程
度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经常忘记
吃降压药。

“如果老人喜欢炒股的话，
可以拿出退休工资 1/3 来炒股，
其余的钱，可以用来享受生活。
其实，最健康的方式就是锻炼身
体，才是有质量且廉价的医疗。”
合肥市某商业银行理财顾问贾
经理称。

B
攒钱给子孙
现实：易惯出“啃老族”

从法院系统退休、已年近八
旬的黄阿姨，每月都准时到合肥
某银行购买保本保息的理财，“每
笔理财产品到期时间以及利息多
少都计算得非常清楚，头脑非常
清楚。”贾经理称，最近黄阿姨又
开始去听“理财讲座”，她希望趁
自己还能活动的时候，通过投资
理财为已经上大学的孙子攒出一
笔购房款。

“小孙子现在在英国留学，听
说那边不好找工作，毕业后肯定
还得回来。”黄阿姨表示，留学经
费已经花掉儿子儿媳大部分积
蓄，尽管儿子并没有向她开口，但
给孙子买房是迟早的事儿。孙子
是黄阿姨一手带大的，她不能眼
看着不管。“咱们辛苦点没关系，
给孩子打个好基础，他们过好了，
咱们才能安心。”

贾经理分析指出，由于中国
人的传统观念，很多老年人投资
理财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追求更高
质量的晚年生活，攒钱留给子孙
后代的观念往往抑制着老年人的
消费欲望。中国不少老年人希望
将成年子女“扶上马、送一程”，最
大限度地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但许多国外的父母，只把孩子供
到大学毕业，如果他要读硕士或
出国留学，则由孩子自己去创造
条件。在法国，甚至连考驾照的
经费，父母也让孩子通过贷款解
决。专家建议，老年人辛辛苦苦
一辈子，在退休之后要学会合理
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结合自己
的退休工资和投资收益，适当提
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每年合理安
排一些国内国外的旅游计划，参
加一些兴趣活动等。老年人适时
给成年子女“经济断奶”，有助于
防止“啃老族”的形成。

C
钱少怕遭子女嫌弃
现实：互相体谅才能家庭和睦

83 岁的张大爷退休后一直在为
一对儿女操心。在张大爷看来，只有
自己存款多一些，才能多帮助儿女。
尽管张大爷腿脚不灵便、眼神也不好
使，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管理自己的存
款账户，并瞒着家人积极进行各种投
资理财活动。

2015 年年初，股市行情不错，
张大爷通过熟人介绍，瞒着儿女卖
了一套房子去炒股，结果刚一进股
市就遇到股价暴跌，被迫含泪割肉
后，张大爷又开始买理财产品。他
在 一 家 投 资 管 理 咨 询 公 司 投 入 4
万元，期限为最短的三个月。此后
每 个 月 张 大 爷 都 能 按 时 收 到 440
元的利息，这让他对投资咨询公司
逐渐放松了警惕，三个月到期后又
办理了延期。本着“鸡蛋不能放在
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意识，他在儿
子和女儿家附近的投资管理公司
都买了一些“理财产品”，前后投入
近百万元。

然而事实上，张大爷的风险识
别能力和行动能力都很有限。他根
本看不懂也看不清合同书上列出的
复杂条款，甚至在输入转账密码时，
由于看不清键盘上的数字，每次都
需要投资公司的业务员帮忙才能把
钱转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张大爷
难免会上当受骗。今年 6 月份，一笔
连本带利 30 万元的理财到期后未能
兑付，随后延期四次，直到 9 月份也
没拿回本金。张大爷起初不敢跟家
人说，但后来连续一星期发高烧被
送入医院，在医生的询问下才向儿
女吐露了实情。

病榻之侧，张大爷的子女都劝父
亲放弃投资理财活动。大儿子表示，
父亲为了这个家操劳一辈子，无论发
生什么情况，儿女们都会全力以赴照
顾，张大爷保重身体少生病就是对他
们的最大支持。

D
为资产增值伤透脑筋
现实：被忽悠买了

50年的信托基金

雷老是一名老中医专家，退休后被
原单位返聘，每个月退休金加上其他收
入，约有10多万元。“晚辈都挺争气的，
大儿子开公司、小儿子在科研单位、女
儿在国企上班，家庭都挺不错的，逢年
过节经常还给我钱花，这样一年下来，
能存下140多万元。”雷老称。

闲来无事的雷老，看到香港不少富
翁在有生之年，都为下一代购买信托基
金。在咨询了几家证券公司后，雷老一
次性拿出 480 万元，购买了 50 年的信
托基金。后来一次偶然机会，被孩子们
听说了，他们查询后发现，证券公司所
设置的条限比较苛刻，到期后还需要由
本人领取，“50 年后，我父亲都不在人
世间，要是到时候证券公司不认账，岂
不是成了呆账？”几经交涉后，雷老的孩
子们将 480 万的现金从证券公司取出
来了，给他在银行存了活期。

建议
老年人理财“安全”第一

贾经理称，虽然专家不建议老年人
过度参与投资理财活动，但面对节节攀
升的物价指数，大部分退休人员还是需
要通过投资理财补充养老金。

对于老年人来说，稳健的固定收
益类产品是最好的选择，比如国债、银
行非结构性理财产品、定期存款、大额
存单等。街头巷尾散发小广告的理财
公司的产品最好不要碰。有一个简单
可行的公式可供参考，就是“100 减去
年龄”，等于可以投资的风险资产的比
例。举个例子，一位 65 岁的老年人，
他适合将 65%以上的金融资产放在保
本型产品中，最多将 35%的资产投向
有风险产品。总之，老年人理财一定
要牢记两个词——一是“安全”，二是

“适可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