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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析

即使是1970年出生的人,在2022年方案实施

时也才52岁,延迟退休是肯定的,无非会因年龄不

同而出现一些差别。因此对于“70后”而言,延迟退

休的影响肯定会很大,所以这部分人群应该未雨绸

缪,尽早为自己的养老金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70后”目前正年富力强,他们的许多家庭

都处于成长期。这一时期的家庭,一方面收入

已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支出特别是子女的教育

负担慢慢加重。因此,投资需要兼顾股与债的

平衡,管控好风险性投资。考虑到“70后”的收

入水平差距比较大,我们这里按照10万元以下,

10万到20万元,20万元以上3种收入水平来为

大家进行规划。

10万元以下。支出主要以满足日常生活为

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选择准入门槛比较

低的理财产品,可以选择基金定投,或者通过12月

转存法,将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留存下来,并在

每年年末时将节余20%~30%的资金用于保险。

10万元到20万元。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是这

样的中等生活水平。除了平时的生活开支,可能

有一些节余,建议将 10%~20%的收入用于理

财。其余的钱建议20%左右进行基金定投,剩下

的可以适当配置黄金等资产。

20万元以上。年收入达到20万元的“70后”

家庭,在这个阶段收入较高,财富节余较多。随

着年龄的增加,重大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随之增

加,提高重大疾病保险的投入必不可少,保额可

在家庭年收入的5~10倍之间。

多数“80后”目前正处于成家立业以及子女

的出生阶段,正是家庭的形成期,支出会比单身

时快速增加,平衡好工资收入与支出显得尤其重

要。短期上,不仅要在开源上想办法,还要在节

流上下功夫。

“80后”的收入水平差距也比较大,我们依然按

照10万元以下、10万元到20万元、20万元以上3

种收入水平来提供理财方案。

10万元以下。短期上开源比较难,只能在

节流上下苦功夫,可以将每月收入分成3部分:

70%用于日常必须开支;20%强制储蓄,充分利

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理财投资,兼顾流动性和收

益性;10%用于随机性支出,适当娱乐,来调整

生活压力。

10 万元到 20 万元。每年可留出 5 万~10

万元的资金理财,包括银行理财产品、证券投

资、商业保险、贵金属等。家庭保障可选择偏向

于“顶梁柱”的意外保险和夫妻双方的商业养老

保险,用定投的方式,加大基金的投入,追求收

入的成长性。在消费方面,控制杠杆型消费,避

免信用透支过度。

20万元以上。收入在同龄人中处于中上水

平,同时风险承受能力更高。用20%的资金做商

业养老保险。保险产品费率一般与年龄成正比,

越早投保,保费越少,充分做好闲余资金的养老

金积累。

70后：未雨绸缪尽早进行规划

80后：政策影响最大 学会开源节流

4 月 20 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

融学院联合蚂蚁研究院、支付宝理财智库

发布 2021 年一季度《居民投资理财行为调

研报告》。调研结果显示，超7成投资者愿

意持有基金等理财产品的周期短于一年，

近一半受访者能接受 3 个月以内的亏损。

没有定投习惯的受访者更容易追涨杀跌，

坚持定投则更容易获得 10%及以上收益，

亏损也更少。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兼学术副院长

严弘分析认为，超7成投资者愿意持有基金

等理财产品的周期短于一年，反映出投资

人机会型投资风格较明显，价值型投资习

惯尚未养成。

春节以来市场开启震荡模式，该报告

针对投资者的投资习惯和收益也进行了调

研分析，结果显示，追涨杀跌的现象客观存

在。当收益超过 20%时，近半数的受访者

会选择“追涨”，而有定投习惯的投资者仅

有13%会追涨。

报告显示，有定投习惯的投资人在

2020 年获得了更高收益，亏损也更少。有

超过6成的定投投资人取得了5%以上的收

益。而没有定投习惯的投资人中，取得5%

以上收益的比例仅为4 成。出现收益率的

亏损时，非定投人群的人数基本是定投人

群的两倍以上。

数据还显示，定投投资者在出现亏损

后更拿得住。亏损 5%至 10%时，非定投人

群有 22%会感到不安，而定投人群仅有 8%

会感到不安。

蚂蚁基金副总经理梁景瑞表示：“今年

更考验投资者的知识储备，投资者需要明确

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可以通过

定投、长期持有等方式树立价值投资理念，

并在日常不断加强对理财知识的学习。”

严弘认为，投资是一场逆人性的修行，要

在巨大市场波动中坚持价值投资是不容易的，

机构要通过更多元的投教内容帮助投资者培

养长期投资理念，提升投资体验。 ■ 陈珊

国人最爱投资“它”
三座城市“股神”多

中国人的钱都愿意投向

哪？大数据都会告诉你答案。

调查产生的“中国美好生活城

市”发布一些和百姓生活密切

相关的民生大数据，先睹为快。

《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显

示，2020年大家对基金的投资

热情高涨，比排在第二位的股

票高出5%。下半年，基金的大

涨效应带动投资者小跑入场。

那么，投资基金和股票的

人 2020 年赢利情况怎么样

呢？作为机构投资者，基金的

赢利能力远超直接投资股票的

散户，买基金的投资者赢利的

比买股票的多了将近4%。

那些股市上赢利翻番的顶级

玩家是谁呢？调查发现，这些神

秘的顶级玩家在重庆、天津、北京

出现的频率最高。■ 央视财经

延迟退休“定调”
70后、80后该怎样应对？

超7成投资者持有期少于一年
基金定投更不容易追涨杀跌

日前公布的“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目

标纲要明确规定将逐

步 延 迟 法 定 退 休 年

龄。据相关文件中指

出，延迟退休要按照

“小步调整、弹性实施、

分类推进、统筹兼顾”

等原则来进行，逐步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人社

部部长尹蔚民则表示，

为了给公众做好心理

准备的时间，这个政策

出台后至少 5 年才会

渐进式实施。从这一

点也可以看出，延迟退

休已经是“定调”了，根

据方案2022年实施计

算,“70 后”“80 后”将

是 受 影 响 最 大 的 人

群。对于这些人而言,

究竟该如何进行理财

规划,以保证自己有一

个舒服安逸的退休生

活呢?针对这些不同收

入水平的人群,农业银

行理财师任琛和太平

洋寿险专家邵静来为

大家出谋划策。

■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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