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名人郭美美又一次华丽地

出现在公众视野，依然是胜利者的姿

态。两年前她开着价值240万元的玛

莎拉蒂和一辆奥迪车相撞，后者负全

责。郭美美将肇事方告上法庭。最近

终审下来，后者需赔偿车辆维修费、

车辆贬值费共60.3万元，保险公司赔

付交强险的赔偿2000元。据说肇事

方投保了保额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

险，那么即使有“不计免赔”，也要

自掏腰包40多万元。

这次之所以抓人眼球，与其说因

为她是郭美美，不如说因为她开的是

玛莎拉蒂。近年来，只要涉及到豪车，

一些原本简单的小剐蹭、小冲撞，多

半会升级成一起引人关注的大事件；

如果其中一方是普通车车主且负主要

责任，事态如何演化顿成热点话题。

这类门不当户不对的亲密接触，

几乎都会导致一个“赔不起”的难题：

豪车动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维

修费，甚至要加上贬值费，不仅交强

险赔付的2000元是杯水车薪，也大大

超出了一般三责险的赔付上限。对豪

车车主一方来说，至多意味着资产的

些许贬值；而对于普通车车主一方来

说，则可能是场倾家荡产的大祸。

现在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挡越来

越多的豪车上路，悬在所有普通车车

主头上的风险也日益增大。为了对付

这些装着轮子的“经济炸弹”，民间

发明了很多偏方，核心是“惹不起躲

得起”：有公交车队在办公室里张贴

各类豪车的识别图，让公交司机们恶

补知识，牢记在心；有电视台交通频

道“温馨提示”，“某方向有价值1300

万元的劳斯莱斯正在行驶，请过往司

机朋友注意避让”；有懂得权衡者，

刹车失灵时宁可自己翻车，也要保护

前面豪车的尾标完整；就怕那学艺不

精的，避开一辆宝马7系，却撞向了

“伪装”成帕萨特的辉腾6.0⋯⋯

谁都知道，靠这些小偏方治不了

大病根。要化解公众的焦虑，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制度保障。而看看专家对普通

车车主的建议，除了专心开车外，就

是提高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额——20万

不够保50万，50万不够保100万。且

不论到底保多少才能跟上富人们不断

提升的消费品位，单说那多投的几百

元，分明只能保一种叫做“豪车出

没”的风险。一部分人制造的风险，由

另一部分人全额买单，是否有失公允？

“穷撞富”不是中国特产，值得

我们深思的是如何化解紧随其后的

“赔不起”。这方面其实有很多“他山

之石”，比如“无过错制度”——无

论事故责任在谁，都由各自保险公司

进行赔偿而不需赔付对方；比如“无

保险和保险不足驾驶人保险”——肇

事者保费不足以支付维修费用，由豪

车车主所投保险公司一揽子兜底；比

如设立车主援助基金——虽然也要大

家掏钱，但缴费低廉，因而覆盖面广。

合理的思路应该是：让开得起

豪车的人多承担一些与其造成风险相

符的费用，对于普通车车主，则应降

低其投保成本，保险公司靠“大数法

则”赢利。但是在目前不尽合理而又

雷打不动的统一价格体系下，保险公

司对于豪车保险积极性不高，很多豪

车因投保无门而在路上“裸奔”；众

多普通消费者则被迫过度保险，才能

获得一点基本的保障。

保险本质上作为一种分散风险的

互助制度，理应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

在尊重法理和顺乎情理之间找寻一种

平衡。也许在即将重启的车险费率市

场化改革中，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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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

大妈与华尔街大

鳄上演了一场对

决黄金市场的好

戏，使得“中国

大妈”在国际上

声名鹊起。无独

有 偶 ， 20 年

前，日本“渡边

太太”凭借在汇

市的出色战绩，

也成为一股不容

小 觑 的 投 资 力

量。不管是朴素

的理财智慧，还

是专业的投资技

巧 ，“ 渡 边 太

太”和“中国大

妈”作为主妇投

资 者 的 典 范 ，

代 表 了 居 民 财

富 的 增 长 ， 也

见 证 了 个 人 投

资 者 的 成 长 与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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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观点

从“渡边太太”到“中国大妈”，主妇
投资者们以其庞大的资金规模、整齐划一的
行动步伐，在投资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比较两种投资力量的产生，可以发现有
其极为相似的背景。

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伴随着居民财富
的增加，这是投资理财的前提。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当日本经济跃居世界第二时，海外
投资也大幅扩张，大有“买下美国”之势。
据统计，日本家庭财富总额逾 1500 万亿日
元 （约 17 万亿美元），其中超过 55%为现金
及银行存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可
投资资产，而这些都掌握在“家庭财政司司
长”的手里，难怪“渡边太太”在汇市做得
风 生 水 起 。 随 着 日 本 经 历 “ 失 去 的 二 十
年”，长期高增长的中国“弯道超车”，在
2010 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家实力
的增强也使国人变得“不差钱”。截至 3 月
底，居民储蓄存款达 43.7 万亿元，按现行汇
率测算，折合约 7 万亿美元。理论上可购现
价 黄 金 15 万 吨 ， 这 是 全 球 黄 金 储 量 的 近
3倍。

长期以来，储蓄是公众资产配置的主要
方式。随着国内外流动性的持续宽松，通货
膨胀压力不减，老百姓直观感觉“钱越来越
不值钱了”，钱放在银行也越来越不划算。
2010 年至 2012 年，扣除物价涨幅的一年期
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分别仅为-0.8%、-1.9%
和 0.4%。这种情况下，“你不理财，财不理
你”的观念深入人心, 理财意识的大幅提
高使得公众迫切寻求其他投资渠道。

不过，公众在银行存款以外的投资渠道
并不畅通。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金融脱媒”这
个概念，也即银行体系外的资金越来越多，
这就要求必须有足够的投资渠道来消化这些
资金。理论上讲，除银行理财产品，楼市、
股市、债市等也可发挥重要功能。然而，近
几年股票市场持续低迷，楼市受到严格调
控，债券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民间资
金投资渠道十分匮乏。由此，在此次黄金价
格大跌中，黄金成为民间资金的主要投资标
的，而变现便利度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这种
需求。

中国大妈VS渡边太太
——个人投资者的养成之路

张骏超

主妇投资者的力量
有多大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金融危机
后，日本国内长期执行超低利率甚
至零利率政策，这一政策促使许多
原本靠银行利息理财的日本家庭主
妇，不得不考虑其他理财策略，其
中一个看似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
手里的钱换成外国货币，存到利息
较高的外国银行里去。

从那时起，日本的太太们就开
始炒起外汇来。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东京外
汇保证金市场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
现象：上午明明正处于某种市场行
情中，但到中午突然进入拐点，大
量资金同时进入或抽出，将下午的
市场搅成一团乱麻。

经过一番调查，工作人员发
现，是家庭主妇们忙活完上午的家
务，吃了午饭，各自到最近的网点
办理外汇业务。因为日本主妇的生
活极其有规律，全国几百万家庭主
妇不约而同地一起出动，造就了这
一奇特现象。深入调查后才发现，
这些家庭主妇已经占据日本外汇保
证金市场近三分之一的成交量，已
形成一支具有强大金融影响力的

“太太军团”。
当时，日美利差曾在较长时间

稳 定 在 5% ， 日 元 与 澳 元 利 差 在
2007 年 8 月一度达到 6%，再加上
日元贬值，投资收益相当可观。日
本主妇们喜欢卖出手中的日元，买
进银行利息较高的澳元或新西兰
元，并存入当地银行。新西兰人发
现 日 本 人 账 户 中 有 许 多 姓

“Watanabe”（渡边，日本四大姓
氏之一） 的，就称呼这些外汇市场
上 的 日 本 主 妇 为 “ 渡 边 太 太 ”

（Mrs Watanabe）。
由于日本妇女掌握着家庭理财

权力，而且在日本，丈夫的工资往
往是直接打到妻子的卡上，“渡边
太太”成为了日本独特的现象。
2007 年，“渡边太太”大量抛售日
元，买进他国货币的行为，甚至成
为当时日元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
这一绰号也随之名扬全球。战绩卓
越的“渡边太太”鸟居万友美通过
炒 外 汇 ， 每 月 赚 取 100 万 日 元

（100 日元约合 1.15 美元），投资回
报率达 200%，她还著有 《炒汇王
——卖在最高点》 一书，激励同样
需要照看孩子、忙家务的主妇积极
投资。

不过，随着 2009 年后日元不
断升值，加之日本外汇保证金交
易杠杆比率上限于 2010 年 8 月 1
日 起 一 律 降 至 50 倍 ，“ 渡 边 太
太 ” 的 利 润 空 间 也 在 不 断 被 挤
压 ， 其 投 资 热 情 也 受 到 一 定 影
响。但“渡边太太”的美誉仍然
广为流传。

与“渡边太太”有异曲同工之
妙的，是今年黄金市场上杀出的一
群“中国大妈”。4 月份，黄金价
格经历了一轮暴跌，仅 4 月 12 日
和 15 日两天，国际黄金价格累计
下 跌 约 12% ， 创 下 30 年 跌 幅 纪
录。随后，来自各方的黄金抢购，
打破了供需平衡。“中国大妈”疯
狂“抄底”黄金，在短短十
几天内，消费千亿元，抢购
了超 300 吨的黄金，是中国
去年全年销量的近四成，中
国目前全年黄金产量的四分
之三。2013 年 4 月 26 日，高
盛率先退出做空黄金,“中国大
妈”貌似在对战华尔街大鳄中取
得了胜利。

然而事实上，“中国大妈”买
入黄金，无法改变金价的最终走
势。金饰店内的黄金量本来就与黄
金市场无法匹敌，而“中国大妈”
买入的黄金量，占整个黄金市场的
量就更微不足道了，根本无法从根
基上撼动整个金市。金价回调只是
市场的正常表现，而非“中国大
妈”的功劳。随着金价再次下挫，

“中国大妈”资产缩水，这个轰动
一时的投资群体终究未能在金融市
场站稳脚跟。

“中国大妈”财大气粗、气势逼人，在
金融市场中名噪一时，但与“渡边太太”们
相比，“中国大妈”在专业性、技巧性上仍
然 十 分 稚 嫩 ， 距 离 专 业 投 资 者 还 有 相 当
距离。

在本轮抢金潮中，“中国大妈”买入的
很大部分都是黄金首饰，主要是装饰品而非
投资品。不少“中国大妈”坚信黄金是传家
的硬通货，只买不卖，在低位买入“省钱”
就相当于“赚钱”，也正是这种“不买就亏
了”的抄底心理造成了不少“中国大妈”的
疯抢。可以看出，“中国大妈”还缺乏明确
的投资获利的目的。

从专业性来看，“中国大妈”普遍缺乏
投资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中国大妈”
以简单粗放的形式购买黄金，既不使用黄金
期货、黄金 T+D 等杠杆交易，也不考虑实
物黄金高额的买入卖出手续费，就是觉得黄
金便宜了赶紧买。相比较而言，“渡边太
太”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与传承，已经成为一
个较为强调专业性和技巧性的投资群体，许
多日本主妇都有集中讨论股票、国内外债
券、基金、信托等投资渠道的习惯，不少证
券公司还专门为女性开设投资讲座。在广
大的“渡边太太”中，也不乏成功者著
书立说、传授经验。

而且，“中国大妈”这种单

纯的抄底行为，对国际黄金价格不会有长
期支撑作用，最大的受益者只能是销售实
物黄金的商家。所以，从结果来看，“中
国大妈”的投资方式难以对市场价格走势
形成较大影响。而“渡边太太”占据东京
现货外汇市场 20%至 30%的交易量，在历
史 上 曾 多 次 以 其 力 量 左 右 了 日 元 汇 率 的
走势。

总的来说，在投资理财领域刚刚崭露头
角的“中国大妈”，距离专业投资者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她们面临的首要
障碍是在资源短缺背景下产生的从众、跟风
心理。当“中国大妈”们不再在舆论推动下
盲目扫楼、抢盐、囤奶粉，而是主动学习专
业知识、建立理性判断，也就真正迈出了投
资理财的第一步。

长期而言，随着居民财富的增加，个人
投资者投资理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对于
大多数个人投资者而言，收益较高且安全性
好是投资的主要追求，必然要求财富管理行
业提高专业性、规范性，为个人投资者提供
更多的投资途径。同时，无论是监管部门、

金融机构还是广大媒体，都需要加强
对投资者教育，通过多种方式为
更多的“中国大妈”提供服务，
扶持“中国大妈”在投资领域
成长、成熟。

历史的巧合与必然

“中国大妈”距专业投资者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