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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分散风险就要把鸡蛋放在
不同的篮子里，于是我就买了几只基金，
没想到现在几个篮子里的鸡蛋都碎了。”
90后金融从业者焦雪（化名）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苦笑道。

事实上，由于近期股市震荡回撤，许
多 90后投资者都有类似焦雪这样的感
受。去年，基金净值增长形成的盈利效
应和基金热销时的火爆场面，吸引了大
量 90后群体涌入基金市场。据去年发
布的《第二季度中国家庭财富指数报告》
显示，在 2020年上半年新增的基民中，
90后群体超过50%。

“炒股不如选基”是很多 90后选择
投资目标时形成的共识。值得注意的
是，90后投资者大部分是通过朋友、理
财博主推荐而购入基金的。《证券日报》
记者调查后发现，“理财博主推荐基金”的
模式存在很大风险，部分没有专业知识的
博主都来“科普”基金，甚至连美妆区博主
都来“蹭热度”，而作为主要受众的部分90
后大多是基金小白，很容易轻信对方，进
行非理性投资，导致亏损风险。

90后买基金千姿百态

“我大学学的是金融学，但那时候没
有‘闲钱’去理财，所以对基金的概念只停
留在书本上，并未有进一步了解。去年4
月份，因为工作积攒了一些钱，有了理财
需求。看到微博上的网红购买基金‘血
赚’的宣传后，就跟风买入了消费、医疗等
行业的主题基金。”焦雪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虽然很羡慕网红的收益，但自己
的最低收益预期就是跑赢通胀。

事实上，去年基金火热的行情、可观
的收益吸引了不少新投资者跑步入场。
在新投资者中，又以新生力量90后群体为
主，其中不仅有已经工作的90后投资者，
也有大批90后学生在参与基金投资。

在北外中文系就读的研究生张雪婷
（化名）就是如此。但与焦雪不同的是，
她参与投资的渠道是朋友“安利”。“疫情
以来，零花钱少了，所以觉得自己要学会
节俭。朋友一直在投资基金，收益不错，
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下买了白酒、医疗等
主题基金和一些混合型基金。因为对朋
友比较熟悉，所以操作时机都听朋友的，
不用自己操心。”张雪婷觉得自己比较佛
系，糊里糊涂地就进入基金市场了，不过

“有钱赚就是好事”。
像焦雪和张雪婷这样的 90后投资

者还有很多，其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接
触陌生的基金市场，通过“抄作业”“朋友
安利”等方式，期望通过投资基金走向更
远的理财之路。

2020年的公募基金表现也没有辜负
新投资者的期待。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
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从平均业绩来看，2020
年标准股票型基金收益率达54.99%，混合
偏股型基金收益率达59.57%。有不少投
资者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

“去年我买的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LOF）最高涨幅达到133%；富国医疗保
健行业混合A和易方达成长混合的涨幅
也不错。不过我去年没有赎回，听朋友
的话一直持有。”张雪婷对记者透露。

与张雪婷长线持有基金所不同，焦
雪刚入基金市场时大多在做短线操作。

焦雪对记者坦言，“前期，由于对行情缺
乏自己的理解，都是在涨幅不错后就赎
回。比如，我去年 4月份买的国泰国证
食品饮料行业(LOF)，买入一个多月不
到就卖了，怕跌。印象里持有基金最
短的时候仅一周就卖了。”通过对焦雪
的采访，记者了解到，她进入基金市场
后，前期主要以“抄作业”为主，后来慢
慢地开始系统性学习基金方面知识，
开始看基金持仓情况、基金经理的往
期业绩等资料，据此挑选自己心仪的
基金，持有基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心
态也逐渐平和了。

不过，像焦雪、张雪婷这样的 90后
投资者，在尝到基金收益的“甜头”后，也
被市场教育了一番。火热的基金行情在
2021 年春节长假后突然“哑火”，基金

“抱团股”持续调整，导致一些基金业绩
大幅回撤。有人戏虐称，“从天堂到地
狱，只有一个假期的距离”。

张雪婷和她朋友购买的白酒基金，在
今年年初时就反复震荡，春节后更是净值
大跌。“我持有的白酒基金现在还浮盈
30%多，与收益最高点时差距蛮大的。不
过，因为自己是‘小白’，所以能有涨幅就
很开心了，也不指望买这个能暴富。”除了
持有的白酒主题基金还有正收益外，张雪
婷持有的其他基金目前仍是一片绿油
油。不过她表示，不会赎回，要继续持有。

焦雪的情况与张雪婷差不多，自称
“基金资深受害者”的她对记者介绍称，
“春节后，每天都看行情，越看越沮丧，跌
得有些害怕了。去年 12月份买入的易
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在春节前涨幅曾达
20%，结果年过完了，浮盈现在也全跌没
了。”不过，她也没有在亏钱时赎回的想
法，认为总会涨回来的。

与焦雪、张雪婷的操作有所不同的
是，同为90后投资者的王朝歌（化名）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年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就赎回了一部分基
金。年后第一个交易日，看行情回撤厉害，
立刻清仓了所有基金。最近行情不好，先
看看再说，等时机合适了再考虑入场。”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对《证
券日报》记者分析称，“2020年基金高收
益的原因，除了后半年整体牛市之外，另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金抱团。集中投资
‘抱团股’的基金，其收益水平通常会超出
平均水平很多。A股市场在春节后处于

‘抱团股’解体过程中，所以去年那些因抱
团而业绩耀眼的网红基金净值回撤最大。”

美妆博主也来科普基金了

《证券日报》记者在调查时发现，部
分90后投资者对基金知识仍一知半解，
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走“捷径”，向理财博
主“抄作业”，“跟风买”成为他们重要的
投资方式之一。随着“基金”话题逐渐成
为90后的重要“谈资”，互联网上与基金
相关的视频也多了起来。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在用户群
体主要为90后的B站上，理财频道的播
放量超 3.3 亿次。据 bilibili 官方数据，
2020年投资理财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
长464%。其中，“教你理财”“推荐基金”
等话题的视频播放量较高。在专注于短
视频领域的抖音上，关于“基金”“基金理
财”的话题同样引人关注，累计播放量超
40亿次。此外，小红书、虎扑等论坛讨
论基金的热度同样高涨，“分享每日盈
亏”成为最常见的话题。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理财类内容
增加本是件好事，但相伴而来的风险也不
容忽视。由于基金话题的热度较高，就连
此前根本没接触过金融领域的美妆区、生
活区博主也开始跨界分享基金内容了。

“只要跟基金有关，就能吸引到粉丝”俨然
成为博主“蹭热度”的共识。对此类现象，
有一则B站评论调侃称，“美妆博主都出
来科普基金，兄弟们可以清仓了。”

部分博主蹭基金热度的手段极具夸
张性。《证券日报》记者发现，部分博主的
基金视频标题“诱惑力”十足，例如，“日
赚 5000！手把手教你买第一只基金”

“手把手教你变身小富婆”“大学生理财
赚了20万，预测这只是开始”等等，但点
进去后，其内容质量却不高，与标题也不
搭，纯粹靠标题夺人眼球。

记者翻阅大量评论后发现，基金视
频的受众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抄
作业”型，直接询问哪只基金好，然后就跟
风买；二是缺乏常识型，经常询问一些百

度就可回答的常识性问题，例如，询问基
金交易时间、基金A类与C类的区别等问
题；三是盲目崇拜型，经常夸博主讲得好，
有崇拜的倾向。对于这类基金小白，就算
博主讲的内容是错的，他们也无法分辨。

琢磨金融研究院院长姚杨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一些
非严肃性、非专业性的短视频平台中所
谓专业博主的专业知识类推荐，一定要
审慎对待。很多时候，他们不是真心坏，
只是真不懂，而且还真敢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博主有了
流量后，就开始接广告、售卖理财课程、
收会员费入群，这都是“恰饭”的常规操
作。“恰饭”的“推荐基金”视频是否具有
可信度也值得商榷。例如，某平台“XX
财经”粉丝近 30万，售卖的实战投资课
程 199 元一份，加入会员群则需要 999
元，难免有“蹭热度”“割韭菜”之嫌。

从平台监管基金视频存在难度。目
前，在B站、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搜索“基
金”，都会出现“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
慎”的温馨提示，但部分平台对基金博主
的入驻门槛仍很低，甚至是零门槛。例
如，在B站发布基金类视频不需要提供资
质证书。

“投资需谨慎”是每个投资者都需谨
记的事。基金豆资深分析师孙龙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五不要”：
不要迷信基金经理，不要迷信基金历史
表现，不要迷信当前热点板块，不要对基
金投资收益有不切实际的预期，不要频
繁交易。孙龙认为，“投资者在投资时，
要有充分的投资逻辑，支撑自己的投资
行为，否则很容易陷入‘基金赚钱、自己
不赚钱’的怪圈。”

北京看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宇轩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基金本身更应
该关注长期收益。短期大量买入与赎回，
不仅会稀释长期盈利空间，也让基金经理
难以保持原先设定的长期战略定力。”

姚杨建议新基民，“不可将过多资金
投入市场，以免影响正常生活资金储备，
还要承担巨大心理压力。不鼓励‘借贷
投资’，过高杠杆容易引发不可控风险。
坚持‘闲钱投资’原则，特别是对波动较
大的权益类基金，更应如此。”

探营90后买基金：
从跟风“抄作业”到理财意识觉醒

本报记者 彭 妍

存款利率的变化对储户影响是巨
大的，直接关乎储户的收益情况。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国内重点
35个城市68家银行共633家支行网点存
款利率的监测数据，从 2020 年 9 月到
2021年 2月，这些银行定存平均利率除
五年期连续上涨5个月外，其余各期限定
存利率已连续上涨6个月。其中，3年期
累计涨幅最大，较去年9月上涨16.5BP。
与存款基准利率相比，1年期定存平均利
率 较 基 准 利 率 上 浮 比 例 最 高 ，上 浮
36.27%，达到2.044%；3年期上浮比例最
低，平均上浮27.09%，为3.495%。

对上述现象，有业内人士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评价称：“银行
定期存款利率从去年 9月份开始上调，
是基于宏观经济运行、市场环境变化以
及供求关系等多方面考量的结果。同
时，投资者的储蓄意愿也产生了变化，银
行揽储难的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在此
背景下，定期存款利率连续上涨符合市
场运行规律。”

1年期定存平均利率
较基准利率上浮36.27%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数据

显示，从2020年9月到2021年2月，除5
年期定存利率连续上涨 5个月之外，其
余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已连续上涨6个
月。其中，3年期累计涨幅最大，较2020
年9月上涨16.5BP。2年期、1年期、6个
月期、3个月期等各期限分别较 2020年
9月上涨9.3BP、4.1BP、1.5BP和1.2BP。

与存款基准利率相比，1年期定存
平均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比例最高，上
浮 36.27%，达到 2.044%；3 年期定存平
均利率为 3.495%，较 2.75%的基准利率
上浮27.09%，上浮比例最低。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2021年 2月
份，大型国有银行 3个月期、6个月期的
短期存款平均利率依旧比其他类型银
行略高；1年期及以上期限平均存款利
率最高的均为农商行；城商行各期限平
均利率居中；股份行各期限平均利率依
旧垫底。

各类银行 3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和 5
年期定存平均利率之间的利差都在扩
大，但各类银行具体情况并不一样。其
中，2021年 2月份，国有银行 3年期和 5
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利差为 56BP，股份
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利差分别为18BP、
16BP、12BP。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银行自2020年
1月份起，3年期平均利率就已比 5年期
平均利率高37BP，但股份行、城商行、农

商行同期 3年期平均利率均是低于 5年
期平均利率的。不过，随着三年期利率
持续上升，自 2020年 10月起，所有类型
银行的 3年期和 5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已
全线倒挂。这意味着，储户存 5年定期
比存3年定期的年利率还要低。

中小银行面临揽储压力
需利用好融资工具

对多数银行而言，定期存款利率连
续上涨有助于揽储，但对于地方性中小
银行而言，面临的却是较大的揽储压力。

未来中小银行揽储难题何解？小
花科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资本
补充角度看，中小银行需要丰富多样化
的资本来源，优化资本结构；从揽储角
度看，中小银行需要强化客户的精细化
运营。后续，中小银行应当对标监管要
求查漏补缺，提升流动性管理能力，增
强自身获客能力和运营能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中小银行揽储利率通常会高于国
有大型银行。一方面，中小银行储户来
源相对较少；另一方面，通过银行间获
得资金的成本较高。对于中小银行来
说，积极开展本地存款业务、对接线上

金融，或是其寻求突破的主要策略。另
外，中小银行需要利用好融资工具，通
过增发、发债等形式进行低成本融资。

高息揽储被叫停
普通存款竞争将更加激烈

自 2019年底起，监管陆续通过出台
监管政策、进行窗口指导等手段，对所有
高成本负债产品进行了规范，包括结构性
存款、靠档计息定存、大额存单、互联网存
款、周期付息存款等。近期，央行又明确
表示叫停“异地揽储”，彻底斩断中小银行
通过二类户异地高息揽储的道路。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殷燕敏
认为，鉴于当前监管压力，中小银行不得
不退回到原来的利用柜台存款、大额存单
等存款产品揽储的形式，大额存单又受到
规模限制，中小银行在经营地域内的普通
存款竞争将更加激烈。预计银行表内定
存利率还会提升，但综合存款成本将有所
下降，更利于银行放贷利率保持稳定。

盘和林对记者表示，政策投放增
加，银行存款利率就会下降，现阶段全
球介于一个宽松周期的末端，暂时没有
看到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能性，国内
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精准滴灌的投放模
式。因此，预计存款利率会有限度的缓
慢上行，但涨幅不会太大。

35个城市68家银行定存平均利率连涨
5年期定存利率比3年期还要低

本报记者 冷翠华

自 2020 年 9 月 19 日正式实施
车险综合改革（以下简称“车险综
改”）已经过去了半年，《证券日报》
记者调查后发现，大部分车险续保
客户反映称，近半年来，车险保费明
显下降，赠送礼品的行为没有了。

但从财险公司的经营角度来
看，伴随车险保费的同比持续下降，
为其业绩增长带来很大压力。截至
今年 1月份，车险保费已连续四个
月同比下降，虽然车险承保业务还
有盈利，但 1月份车险承保利润率
仅为 1.67%。对此，保险公司积极
寻求非车险业务的突破，今年 1月
份非车险业务占比已达 42%，进一
步缩小了与车险业务占比的差距。

车险业务还没到“最坏时刻”

自车险综改实施以来，财险行
业的车险保费收入发生了明显变
化。车险综改前一个月，即2020年
8 月份，险企实现车险保费收入
700.09亿元，同比增长 10.21%。同
年9月19日，车险综改正式实施，当
月实现收入 745.44亿元，同比增长
6.46%。从 10月份开始，车险综改
威 力 显 现 ，实 现 车 险 保 费 收 入
618.38亿元，环比大降17%，同比下
降6.50%。

去年11月和12月，车险保费收
入环比略有提升，但今年 1月较去
年12月又有所下降。其中，去年11
月、12月以及今年 1月的车险保费
收入分别为 652.95亿元、765.04亿
元以及741.05亿元。与往年同期相
比，车险保费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11.35%、12.62%以及 12.82%，同比
降幅持续扩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 2
月份和3月份的车险保费收入明显
下降，因此，今年 2月份和 3月份的
同比数据可能会有所好转，但此后
降幅仍可能会扩大。预计今年车险
保费收入将同比下降 10%-15%。”
一家财险公司车险负责人常雨（化
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由此可见，车险综改后，财险公
司面临的车险业务收入增长压力非
常巨大。而车险目前是国内财险公
司占比最大的业务，去年 8月至 12
月，车险保费收入在财险公司的产
险业务总保费占比皆在 70%以上，
部分财险公司的车险业务占比更是
超过80%。

尽管去年财险公司的车险承保
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23.2%，但仍实
现79.57亿元的承保利润，承保利润
率为1.01%。今年1月，财险公司的
车险承保利润率为 1.67%。对此，
常雨分析认为，车险承保盈利主要
集中在三大财险公司，大多数中小

财险公司的车险承保业务处于亏损
状态。另外，保费收入具有即时性，
但理赔具有延后性，因此，车险承保
利润数据也有滞后性。预计未来几
个月，车险业务综合成本率将进一
步上升，承保利润将进一步恶化。

行业形势的变化，也体现在财
险公司的人事变更上。今年一季
度，财险市场保费收入排名前七位
的产险公司中，已有 4家险企的总
裁或总经理发生变更。分析人士认
为，人事频繁变更，往往是行业发展
承压或进入下行周期的信号之一。

多方发力非车险业务

《证券日报》记者获得的相关行
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份，车险
业务占产险业务的比例已从去年全
年的 70%骤降至 57.99%。业内人
士认为，这与财险部分险种在 1月
份集中续保、导致非车险业务占比
较高的行业特点有关，同时也与财
险公司大力发展非车险业务有关。

数据显示，财险公司部分非车
险业务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例
如 ，去 年 农 险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814.93亿元，同比增长21.18%，在产
险业务中占比6.83%；今年1月，农险
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7.92%，
在产险业务的占比提升至 6.97%。
去年责任险原保险保费收入901.13
亿元，同比增长19.62%，在产险业务
的占比7.55%；今年1月，其原保险保
费收入同比增长24.93%，在产险业
务的占比升至10.55%。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
保险和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朱
俊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财险公司的非车险业务可以
在健康险、农业保险和责任险三个
主要方向发力。在健康险领域，已
有诸多财险公司在行动，保费增长较
快。在农业保险领域，目前我国农险
覆盖面较广，但保障水平还比较低，
对农特产品的覆盖率也比较低。随
着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的进一步深入实施，农
业保险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不过，非车险业务发展之路并
非一帆风顺。近年来，信用保证保
险业务经历了迅速壮大到急剧收缩
的转折，在逐步出清存量风险、优化
风控体系之后，财险公司的信用险
保费收入同比开始逐步回升，但保
证险保费收入同比仍在下降。今年
1月份，财险公司信用险原保险保
费 收 入 17.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6.41%；保证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90.03 亿元，同比下降 27.44%。业
内人士认为，非车险业务是财险公
司必须发力的方向，但也要力求规
模和风险的平衡，减少经营上的剧
烈波动。

车险综改实施半年
保费同比连降四个月

本报记者 赵子强

3月 18日，东方财富行业分类
的贵金属行业指数表现突出。截
至收盘，贵金属指数报收 614.07
点，涨幅达2.02%，居东方财富行业
涨幅第 3位，成交额达 58.65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增长 39.50%。个股
方面，该板块14只正常交易的个股
中，有 11只上涨，占比 78.57%。其
中，园城黄金报收涨停。此外，
*ST荣华、盛达资源、赤峰黄金、中
金黄金等4只个股涨幅均超2%。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价值投资
风向标的社保基金，在去年三季度末
持仓5只贵金属股。其中，紫金矿业
持仓高达41850.10万股。其余4只
个股分别是中金黄金（持仓2365.65
万股）、山东黄金（持仓 1974.30 万
股）、贵研铂业（持仓1300.43万股）、
赤峰黄金（持仓769.51万股）。

对于昨日贵金属行业的强势上
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有两大核心
逻辑。一是受利好消息提振；二是
对前期贵金属股的回落进行修复。

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为期两天的美联
储会议结束，大幅上调对美国经济
的增长预期，并宣布维持联邦基金
利率目标区间在零至 0.25%之间。
美联储同时表示，随着经济复苏，
2021年通胀率将上升，但在2023年
前不会加息。该表态立即激发欧
美主要股市指数再创新高，期货市
场的黄金、白银也双双大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
光也认为，隔夜美联储议息会议提

振了贵金属走势，近期黄金走势已
摆脱十年期美国国债的负面影响，
金价企稳进一步推升了相关贵金
属板块的走势。

“周四黄金、白银期货大涨，主
要是受美联储不加息的鸽派言论
影响。”厚石天成投资总经理侯延
军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去
年年中到现在，贵金属股票已持续
走弱半年之久，昨日的上涨只是反
弹，是对前期下跌的修复。

记者统计后发现，贵金属指数
自2020年8月7日创出848.94点阶
段高点后持续回落，直到今年2月5
日才止住下跌的步伐，期间累计下
跌33.27%。

对于贵金属板块的未来走向，
业内人士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
夏风光认为，时值年报披露期，黄
金生产企业的年报和一季报都可
能不错，预计二季度相关个股仍可
能维持强势。

华宝证券张青则从通胀逻辑
认为，黄金股可能存在交易机会。
张青表示，目前利率快速上行，通
胀上行斜率加大，有提速可能，预
示黄金可能会迎来一波以通胀逻
辑为主导的交易机会。

但马澄认为，贵金属的未来走
势并不乐观，主要有两大理由支
撑。一是从2016年到2020年，国际
金价已走出一波超级行情；二是当
前美元不断宽松，会推动美国十年
期国债不断走高，收窄美元再次宽
松的边际空间，叠加未来全球经济
的全面复苏，加息预期升温，一旦美
元走强，贵金属价格必然承压，因此
不看好贵金属长周期的投资机会。

社保基金提前“埋伏”贵金属股
机构看重通胀逻辑下的交易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