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3 月初开始，每天早上一觉醒来，
我都会第一时间打开交易软件，瞟一眼当
日金价；等吃完早饭，我便成了菜百和国
华商场等实体黄金卖场的‘粉丝’，一逛就
是一上午。”在菜百金店羊年贺岁金条、金
币销售大厅，刚刚买完 150g 乙未 （羊） 年
贺岁金条的北京市民奇士勇告诉 《经济日
报》 记者，“看金价与逛店铺”是他近期生
活的真实写照。

近期，金价持续低位震荡，连续 9 连
阴后，3 月 13 日止跌反弹。加入“抢金”
大潮中的可不只有奇士勇一个人，记者走
访菜百、多边金都、国华商场发现，店内
的“黄金大集市”异常火爆，包括生肖金
条、纪念金币、黄金首饰、年货金摆件儿
柜台前，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世元金行研究中心分析师何禾看
来，今年金价处于震荡态势仍然属于大概
率事件，但下探空间较为有限。今年以
来，金价受避险需求推动出现一波反弹，
何禾认为这一反弹趋势有望持续到二季度
中旬，3、4 月期间黄金具有不小的投资

机会。
“从投资角度而言，当前金条和金币

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们都是抗通胀、
实现保值增值的利器，不过金条和金币之
间也存在诸多的差异。”证金贵金属高级
研究员沈杨认为，从长期保值增值层面来
说，金条要比金币更胜一筹。金条侧重于
投资，金币则重在收藏。当收藏的“精
神”意义大于投资价值时，金币才能跨越
黄 金 材 质 本 身 ， 起 到 实 现 保 值 增 值 的
作用。

一般来看，与金条相比，金币的工艺
性更强，通常含金量只有 99%，而金条的
含金量更高，纯度可在 99.9%左右。“金条
通常分为投资金条和纪念金条两种。与金
币类似，纪念金条比投资金条的工艺性更
强，其价格也更接近于普通金币价格。”何
禾补充说。

早在 2012 年春天， 资 本 市 场 上 出 现
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新名词——“中
国 大 妈 ”。 然 而 ， 时 过 境 迁 ， 虽 然 “10
天时间，1000 亿人民币，300 吨黄金被

扫”的盛况不复存在，但两年后的这个
时 节 ， 人 们 “ 抢 金 ” 的 狂 热 仍 然 值 得
关注。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总把“钱不
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挂在嘴边的廖鹏翔告
诉记者，如今投资黄金不能只“投身”一个品
种，要在不同的金店购买不同种类的黄金。
为了能够摊薄投资风险，他将黄金投资分成
了“三份”：在国华商场买了 200g 羊年贺岁
金条；在菜百淘了 100g“幸运草”系列美钻
饰品，以及玫瑰印记精品钻戒、南非风情钻
戒；在多边金都网上商城购买了 5 份“招财
羊”mini富贵吉祥金章。

尽管进入 2015 年时千足金上调了 18
元/克，但在去年经历几次金价大跌后，与
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黄金投资品和首饰
品价格仍然有一定的优势。“无论是周末走
亲访友、孝顺父母，还是为爱人和孩子增
添礼品惊喜，外加未来一段时间金价有上
升投资趋势，黄金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
替代的地位，近期的销量也要比平时高出
不少。”沈杨说。

黄金投资再起涟漪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与动辄就要 5 万元起步的银行理
财产品相比，门槛更为低廉，1 元就能
投的票据理财产品似乎更受投资者
追捧。

目前，市场上已有众多票据理财
产品，主要包括招财宝，京东金融的小
银票、新浪微财富等等多家新兴互联
网公司的产品，金银猫、投储在线、银
票网等专业的票据理财平台，另外也
包括招商银行发行的小企业 E 家、民
生银行发行的民生易贷款等传统银行
系产品。

一般来讲，票据理财分为银行承兑
汇票理财和商业汇票理财两大类，从理
财渠道划分，可分为传统票据理财和互
联网票据理财。“通俗地说，就是企业需
要融资时，它可以把银行承兑汇票（或
商业承兑汇票）作为质押担保，在互联
网平台上发布产品，向投资者募资。”银
率网理财分析师殷燕敏表示。

在盈灿咨询常务副总经理马骏看
来，最常见的传统票据理财模式主要
是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的银信理财模
式，近期出现的各类票据理财平台，在
基本模式上并无创新，只是将线下的
票据理财模式搬到了线上。

银率网统计显示，线上的票据理财
平台中，以银行系较为稳健，风险控制
较为严格，大部分理财产品的预期年化
收益率在6%左右。主要原因是银行对
企业的把控以及票据的真伪辨别能力
要高于一般企业，同时银行的票据理财
产品收益也偏低，门槛相对高，如招商
银行小企业E家门槛为5万元。

其实，不仅是门槛低，票据理财最
大的特点是期限灵活，流动性好。借
款期限一般与票据到期时间相一致，
从几天到半年不等，可满足不同投资

人群的需要。同时，由于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利率约 6%，该种模式的利率也
基本维持在 6%至 7%，明显低于其他
业务类型的 P2P 平台，但仍然高于银
行其他理财产品的收益。

不过，即便票据理财能稳中有
赚，投资者仍然需要防范各种风险。
为确保自己辛苦积累下的财富安全

“落袋”，消费者还得紧绷“风控”这
根弦。

虽说票据理财产品有银行刚性承
兑保障，但是不是一定没有风险？马
骏认为，当前主打票据业务的平台均
宣称“零风险”，其实票据业务具有普
遍 存 在 的 风 险 点 ，概 括 起 来 ，就 是

“假”、“迟”、“冻”、“错”等 4方面风险。
所谓假，就是假票风险。而所谓迟，

即延迟兑付风险，受资金情况、汇票规范
情况等制约，银行有可能要求延迟兑付，
因此，投资者要注意银行的资质。

所谓错，就是背书错误的风险。
由于票据可以流通转让，但是如果转
让次数过多，流通过程中出现的任何
失误或差错，诸如背书不连续、名称与
印鉴不符、不盖骑缝章等都将给票据
兑付带来更大的风险。所谓冻，即汇
票被止付、被冻结风险。平台在质押
票据开展业务时，还要防止票据被止
付等风险，注意票据是否曾有过挂失
等情况。

除此之外，还有监管风险。虽然
票据可以抵押、转让，但《票据法》规
定，票据转让仅适用于具有真实贸易
背景的情况下，如果突破了此红线，银
行也有拒绝兑付的理由。“基于上述投
资风险考虑，票据理财应选择安全性
高、口碑好的平台，以免上当受骗。”殷
燕敏说。

玩转票据理财
本报记者 周 琳

相较于钱币、书画、珠宝等等大众
熟知的收藏品，那些个性十足的民间
手工艺品颇显剑走偏锋，人们往往知
之甚少，皮影、风筝、年画、剪纸⋯⋯这
些看着挺不起眼的小物件，说不准什
么时候就成了资金竞相追逐的宝贝。

“以年画为例，这是中国传统民间
艺术，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内容十分丰
富，”收藏爱好者杨杰告诉记者，寓意
喜庆的年画，曾在拍卖市场上掀起一
股热浪，2004 年的中国嘉德广州夏季
拍卖会“中国精品年画拍卖专场”，一
对《尉迟恭沥粉金门神》和《秦琼沥粉
金门神》的清初天津杨柳青年画，拍出
了 9.02 万元的“天价”，年画拍卖专场
的总成交额也达到 53万元。

杨杰手中，就有一幅民国时期的年
画《麒麟送子》，这是他几年前花了700
元淘来的宝贝，现在差不多品相的藏
品，市场价格约1300多元，几乎翻了一
倍，这也成了他最得意的“战利品”。

这些题材相对小众的民间手工艺
品，按照曾经的用途可以细分为观赏类
和玩赏类，之所以能够卖到如此“高”
价，在北京收藏家尹琪看来，不仅因为
其具有审美价值，还承载了丰厚的人文
底蕴和文化符号，有些甚至可以当做研
究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参考。“很多精
品收集起来并不容易，过去人们多用作
消耗品，很少有保存意识，品相良好的

更是凤毛麟角，物以稀为贵，这也导致
了不少小众藏品有较高的价值。”

整体来看，目前小众收藏市场还
只是刚起步：明清时期的珍贵皮影，价
格上千元；出自名家之手的剪纸，价格
则在数百元；现代观赏风筝，甚至数十
元就可买到。从价格角度来看，小众收
藏投资门槛不是很高，适合普通藏友
入手。

“应当注意的是，收藏要量力而
为，不要一味追求高价，价格低廉的新
作品同样有收藏意义。”尹琪提醒投资
者，可以通过专题类收集，发挥系统性
价值，比如门神类题材的藏品，可以分
为文、武、童、兽等几大类，一旦收集成
规模，价值也会大大增加。

不过，民俗工艺品众面相对较窄，
不容易获得市场广泛认可，艺术品领域
资深投资人李宓认为，只有特殊的历史
背景、特定的题材或是出自名家之手的
精品，才会有较高升值潜力，因此选对
品种是投资的关键。此外，是否便于流
通变现，对于投资而言也至关重要，不
论藏品购买时候价格多高，在需要钱
的时候难以变现，或是不能卖到一个
合理的价格，那么它的投资价值也可
能大打折扣。“这是收藏领域的通病，
而对于小众收藏更是如此，所以收藏
不要想着一夜暴富，要保持平常心，培
养自己对收藏文化的喜爱。”尹琪说。

小众收藏学问大
曹 毅

“趣味儿”保险牌
本报记者 曹力水

题材各异的民间手工艺品，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俗文
化，还能带来可观的资产增值，不失为投资者的个性选择。

农历新年已过，荷包渐空的中小投资者亟需新的投资品种。股市
赚钱有风险，“宝宝”收益“坐滑梯”，P2P 理财太吓人⋯⋯如何投资
才能“稳中有赚”，让“钱包君”保持“丰满的体型”？

“1 分钱保 3 个月，保额最高 5 万”，随
着人们交通出行的日益频繁，某电商平台
顺势推出“出行神器”，也就是俗称的“公
共交通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乘坐公共
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发生的意外，都
在保障范围以内，让投保人出行远离“裸
奔”。“这个险种挺实用，现在车多人多，
保不准会遇上点什么麻烦的事儿，虽然谁
也不希望，但毕竟安全第一嘛，价格也便
宜。”经常出差的倪志芸说，出门时买份 1
分钱的意外险，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而除了保障类险种的贴心关怀，不少

兼具理财收益的险种更打出了亲情牌。“爸
妈操劳了大半辈子不容易，买份保险，为
他们理财吧”，以一款“两全险”为例，
1000 元起投，保障期限 6 年，第一年的预
期收益是 6.8%，之后几年预期收益在 3.5%
至 4.5%之间，细算下来，与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相当，如果投保一年后想要退保，也
无需缴纳退保费用。

“收益类保险产品最近很有市场，不少
客户来银行咨询这类产品”，某国有银行客
户经理告诉记者，虽然收益类产品走俏，
消费者也要防范风险。“通常这类保险基本

收益在 2.5%左右，其他所谓预期收益多是
分红，是不能保证的，而且保障和收益

‘此消彼长’，如果预期收益高，那么风险
也较大。”

“实际上，老年人可选择的产品并不
多，即使能够投保，也可能出现保费倒挂
的情况，很不划算。”在保险理财规划师李
阳看来，收益类保险在兼顾保障同时，还
满足了理财和流动性需求，对于老人来说
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单纯关注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到
如今寻找兼顾高收益的保险产品，消费者
的保险需求正逐渐多样化，不少保险公司
纷纷打出“子女教育”牌，让父母毫无抵
抗力。记者从某保险公司官网看到，一款
所谓的“教育基金保障计划”产品，只需
连续 8 年缴纳 1.6 万元的年费，除了享受意
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障，可在子女高中、大
学等教育阶段领到教育金，25 岁时还能领
到“婚嫁创业基金”，甚至可能获得潜在的
分红收益⋯⋯诸如此类的保险产品可谓花
样十足。对此，某保险公司销售经理吕力
表示，这是市场的客观规律使然，保险公
司正不断通过改进服务、从消费者角度出
发去设计产品，在为公司创造更好收益同
时满足客户需求，达到多方共赢。

各类创新险种五花八门，而记者也留
意到，去年种种让人脑洞大开的“欠债不
还险”、“人在囧途险”等奇葩险种如今已
难觅踪影，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关键词，
结果一致，“抱歉！没有找到相关的宝贝”。

事实上，早在去年 6 月，保监会已叫
停此类奇葩险种，那些用搞怪流行语命名
的保险也回归其本来面目，如“熊孩子
险”更名为“少儿综合意外险”，“熊孩
子”几个字则藏在了产品宣传界面某个不
起眼的角落。“本质上，这类险种多是普
通意外险的分支，抓人眼球的名字只是噱
头而已，虽然价格不高，但承保范围较小
且时间非常短。”吕力提醒消费者，一定
要看清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部分，
根据实际需求理性消费，切勿只听销售人
员的口头承诺，或仅仅顾名思义，毕竟保
险公司是根据保险条款的内容承担保险责
任的。

老百姓手中的闲钱多了起来，各家保险公司也使出浑身
解数，推出颇具特色的保险产品:“铁路险”、“签证险”、“浴
室险”⋯⋯看得人眼花缭乱，一些兼具理财收益的险种也鸣
锣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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