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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券商集体看多
股票作为投资理财工具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股市波动牵动着不少投资者的心。2016
年股市先抑后扬，年初历经熔断,沪指创下了
2638 点的阶段低点,随后 A 股市场迎来反弹
行 情 。 整 体 来 看 ，去 年 全 年 股 市 维 持 在
2600～3300点。对于后市，大多数券商2017
年的市场看法呈现“集体看多”，并认为节后将
迎来一波“红包”行情。

对于 2017 年新的投资机会，光大证券认
为，将“追风”行业组合选择计算机、电子、传
媒、轻工制造、交通运输5个行业。其中，计算
机、电子、传媒前期调整时间较长，短期反弹空
间打开；轻工制造板块当中的造纸将持续受益
于供需改善下的价格上涨；而交通运输则受到

“春运”和国企改革催化。
基金：权益类投资迎机遇

部分基金公司对2017年股市走势存在分
歧，招商基金表示，对 A 股市场行情的乐观程
度短期有所上调。但一季度末，随着实体经济
下行压力可能开始显现及两会落地利好出尽，
届时可能仍需谨慎。景顺长城基金研究部研
究总监刘彦春持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接下来
的行情中，市场流动性有望提升，届时，权益类
投资将迎来机遇，关键是把握估值合理的优质
成长股，看清国内外形势中蕴藏的投资机会。
此外，财通基金董事长刘未表示，预计2017年
仍将进一步延续平稳的发展趋势 ，并且在一
些创新领域有所发展。最近一些新的政策可
能会给公募行业引入新的活力，比如即将出台
的FOF基金以及定增市场、新三板市场、股权
投资市场等。
银行理财：注意净值型理财产品

展望 2017 年的银行理财市场，理财专家
认为，随着 2016 年末理财“翘尾”因素的逐渐
消失，预计 2017 年初银行理财的收益率会重
回下跌通道，不过跌幅不会太大。

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潜规则”一直是不少银行的愿景，尤其在资产
荒和去杠杆政策等多重压力下，不少银行越来

越青睐相对开放且不用承诺收益的净值型产
品。普益标准预计，随着“僧多粥少”局面的延
续，2017 年净值型理财产品将成为各商业银
行争夺的焦点。事实上，2016 年银行理财封
闭式预期收益型产品已经呈现相对稳定的下
滑趋势。业内人士提醒，由于净值型理财产品
没有预期收益，银行也不承诺固定收益，收益
相对较高，但相应的风险系数也有所提升，在
选择投资净值型理财产品时要多加注意。
债市：利率债机会大于信用债

中债资信研究所则认为，债券总体表现可
能弱于权益类资产，利率债的机会大于信用
债。该研究所表示，市场去杠杆的主基调将贯
穿 2017 年，成为影响利率债走势的最主要因
素，此外经济企稳情况、通胀压力、人民币贬值
等因素都从不同方向影响市场走势。以商业
银行为主的力量仍对利率债有配置需求，10
年期国债3.1%～3.3%的区间对配置力量有较
大吸引力。
汇市：下半年机会更大

对于今年汇市的操作时点，在黄金钱包首
席研究员肖磊看来，上半年换美元不是一个好
选择，下半年外汇市场的机会会更大。他表
示，在美联储去年12月底加息之后，短期内加
息的概率下降，并且此前的加息透支了美元升
值的预期，上半年外汇市场不会有太大波动。
下半年开始，预计又会回到美元升值阶段。肖
磊还提醒，2017 年汇市的“黑天鹅”很可能是
美国股市的大跌。
黄金：大势看好 建议波段操作

在 2016 年走出一波过山车般行情的黄
金，预计 2017 年依然会继续震荡，不过，分析
人士对今年黄金投资的大势看好。

黄金今年上半年机会比较大。他解释，目
前看，中国仅年初至今黄金 ETF 的买入量就
远远大于国际市场，说明中国市场对黄金的投
资需求不会在 2017 年结束，但整个上半年的
形势可能要好于下半年，如果通胀走高，下半
年开始美联储加息等预期增强，金价可能会承
压，因此今年上半年的机会更大。 ▋杨晓春

丁酉年理财六大“钱途”指南
丁酉年春节刚刚过去，探亲访

友、外出旅游让百姓的钱袋子又瘪
了不少，如何为荷包快速回血成为
头等大事。今年要不要买一些黄
金、股票在调整之后能否迎来转机、
基金该如何配置、债券市场风险事
件能否偃旗息鼓……本期我们将为
大家盘点六大热门投资品种，为投
资者指点迷津。

理财攻略

父母别只懂得让孩子把压岁钱上交，也应该让孩子
自己去管理自己的压岁钱。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7个
压岁钱的理财小技巧，欢迎大家阅读。

首先要教会孩子合理规划
怎样“处理”压岁钱之前，首先是“如何规划”。为了

充分尊重到孩子，整个过程应该采取“只建议，不强迫”的

态度引导孩子分配金钱。教他如何列收入明细表、支出

计划表等实用技能。利用这个机会向孩子灌输正确的用

钱观念与金钱意识，教育他们不能胡乱花钱。这样对孩

子智力、情绪、心理的发展和成熟都有益处，也有助于他

们的消费更趋理性。

比如，你可以引导孩子将压岁钱分成 3 个储蓄罐来

放：一是“需要罐”：日常开销，如公交车费、餐费、书费等;

二是“想要罐”：梦想目标，如零食、玩具等;三是“储蓄

罐”：投资账户。这样，孩子从小就树立起了正确的金钱

管理、规划意识，这种习惯若能自幼开始，延续至成年，他

自然不会轻易乱花钱。

让孩子对“储蓄”产生兴趣
有了前期的规划作基础，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

银行开户，让孩子了解“银行”和“储蓄”是什么。带孩子

去银行既能让他增长金融知识，又能为他以后理财打下

基础。比如孩子身上有1000元的压岁钱，家长可以指导

孩子开一个账户，教他怎样把钱存入银行，留下多少零

用;存多少存多久，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在节后一段时间里，家长可以分几次带孩子去银行，

让他往账户里续存，这样可以让孩子在短期内看到存款

的数目在增加，他会对自己账户里的理财信息很感兴趣，

更自觉地学习一些理财方面的知识。

交给一些简单的理财知识
除了单纯的储蓄，也可以趁机教给孩子一些基础的

理财知识。要教会孩子基本的理财常识，不一定非要买

银行的那种非常专业的理财产品。因为专业的理财产品

时间跨度过大，很难短期让孩子看到这种理财方式有什

么“效果”，也就很难对理财知识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了。

其实，只要教会了孩子基本常识就算达到目的了。

将金钱和孩子的成长联系起来
若你的孩子再大些，如初高中年龄，父母还可以引导

他们把存起来的压岁钱跟他的暑期旅游、兴趣班等未来

活动的资金挂上钩。这样，孩子就可以把金钱和自己的

成长、梦想联系起来。这也是锻炼孩子自控能力和责任

感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购物中让孩子参与选择和“买单”
让孩子参与选择商品和“买单”，不但可以让孩子学

到鉴别商品、花钱消费的知识，还可以让孩子体验到购物

的乐趣。在国外，就有专为儿童开设的超市，孩子在里面

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并且有商品价签和收银

机，孩子们通过购物的过程认识各种各样物品的价值，提

高金钱意识。购物和“买单”可以把抽象的、复杂的概念

转化成消费体验，让孩子在这种体验中养成良好的金钱

观、消费观，增强理财意识，学到理财知识。

让孩子参与到家庭开支建设中
现在孩子大都养尊处优，所得的一切很容易认为理

所当然。而让孩子将压岁钱部分和大人的一起，用到家

庭建设中，是让孩子深刻学习如何用钱的最好方式。

买保险当教育资金
利用压岁钱给孩子买份保险，从而为孩子的健康、升

学、就业以及养老提供一定保障也是明智之举。可选择

那些配以专门量身定做的初中教育金、高中教育金两款

附加险，为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及成家立业提供一定的

安排和准备。和孩子一起选择，相信更能让他们对理财

有个直观的感受。 ▋嘉丰瑞德

理财段子

大蒜=金子，大葱=大蒜，大葱≠金子
一个农民到外地出差，觉得大蒜挺不错，就把这

个稀有物种带回村子，因当地人没见过大蒜，故非常

喜欢，于是当地人给了农民两袋金子作为交换。

就在这时被一个当地人发现，于是便到外地运了

两袋大葱，当地人发现大葱比大蒜更加美味，于是把

两袋大蒜给了他。

像这种故事太多，理财也是如此，得先机者必赢

钱，慢人一步，也就意味着失败。

这个停车场真好
一土豪到华尔街去银行借5000元贷款，期限为两

周，贷款肯定要有抵押，于是富豪将门口劳斯莱斯做抵

押。两周后土豪来还钱，收取利息15元。这时银行职

员发现土豪账上有几千万，于是好奇问为什么借钱，土

豪答：“像你们这种 15 元两周的停车场，是绝无仅有

的！”换一种角度思考，你才会发现捂着死钱是没用的。

两小伙买烟
A去商店买烟，烟价格20元，但他摸摸口袋后发现

没打火机，跟店员说：“顺便送一个打火机吧。”店员没

给。B去商店买烟，烟价格20元，他也没带打火机，跟店

员说：“便宜点，五毛吧。”最后，他用这五毛买打火机。

这原理就是心理边际效应，第一种店主认为自己

白送赚不到，于是不搭理，显然第二种更加高明，让店

主觉得赚钱了，因此也会便宜。

买房与买车
10年前，A和B是大学同学，工作5年后，两人积

蓄了 30 万元。在 5 年前，A 购买了一套房，而 B 购买

了一辆“宝马”汽车。5年后，房子增值，A的房子已经

市值55万，而B的车市值仅仅只有5万。

“投资”与“消费”一直是影响我们生活水平的因

素，只有学会将手头资源利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杨晓春

7技巧助孩子理好压岁钱

看懂这4个故事的没一个是穷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视之有度，用之有节。财这玩意真是叫人既爱又恨，为了能够如愿过上满意的生

活，也算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当然努力赚钱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现在不同以往了，理财虽说不能致
富，但还是能提高生活质量，看完以下小故事就知道什么叫理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