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其实也不是坚定的不婚主义
者，只是不想在别人认为我应该结
婚的年纪随随便便把自己嫁了。
30 岁之前来自父母的压力比较
大，但30岁是一个坎，好像关于
婚事压力在30岁形成顶峰之后就
逐年下降了。我反而觉得现在的状
态不错，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花，花
的都是我自己赚的，想花哪里花哪
里。能碰到有缘人，那是幸运，没
碰到，这么过一辈子好像也没有什
么问题。但潜意识里，我可能真没
有想过一辈子一个人过。

所以，在毕业工作十多年里，我
没有认真考虑过单身一辈子，未来
的岁月如何安排等问题。直到近一
两年，我才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
也开始对自己的理财有了调整。

关于房子，我是一直和父母同
住的。在我工作四五年的时候，陪
同事去买房子，我曾经也想买一
套，以躲避家人的唠叨。但是父母
说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买房子干
什么。家里房子也比较宽敞，所以
我就没买。在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单
身一辈子的可能性之后，我觉得应
该买套房子。去年我买了一套精装
修的期房，要到明年交付。目前月
供是7000多元，因为有公积金还
款，所以每月支出的压力也不是很
大。也算有个不动产傍身吧。就是

每个月结余不太多了，我放了一些
闲钱在网络理财平台上，买短期的
理财产品。凑到五万元十万元这样
的整数再去买银行理财产品。我还
是觉得稳健一点的理财更适合我。

在保障方面，我也是近几年
开始重视起来的。其实我最担心
的还是父母。我是独生女，感觉
父母晚年的幸福都系在我身上
呢，压力好大，虽然他们有退休
金。我给自己增加了健康险和意
外险。一个人的状态比较轻松，
但是我觉得单身群体必须为赡养
父母、自己的养老、生病、意外
事故做更多的准备。

这两年，我在努力改变之前养
成的一些坏习惯。因为毕业后很长
一段时间吃住在家里，不要供房子，
日常支出中自己要花钱的也就养部
车子，所以花脚大手大脚，容易冲动
消费。几年前我想学摄影，装备买了
十几万元，但是没多久兴趣不再了，
买来的单反当成傻瓜机用。在投资
理财上也是三分钟热度，听这个朋
友说股票好赚，就去买一点股票；听
那个朋友说基金好，就买一点基金。
所以工作十多年下来，买房子的时
候，首付还要父母帮衬。

我觉得，最大的保障还在于提
升自己。对单身族来说，属于自己
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进修，

再提高自己。我开始只是大专毕
业，毕业后读了专升本，还去念了
个在职研究生。现在的工作虽然比
较稳定，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个
铁饭碗。我觉得不断地学习让我有
底气，如果觉得工作不合适了，可
以不屈就，不忍耐，往更好的地方
去。我不知道单身状态还会持续多
久，但可以利用这段时光投资自
己，捕捉事业的上升空间。

记者 周静

女，36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努力改变年轻时养成的一些坏习惯

开始时父母会催婚，但是对于生

活品质素有追求的我并不愿意将就。

过了30岁，我反倒豁然开朗，努力工

作，认真生活，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在经济负担上，我觉得现在没什

么压力。我的收入足以负担平时的支

出。车子是代步工具，有钱买好点的，

没钱买便宜点的。房子我很早就买

了，先买的小房子，后来换的大房子，

现在住的这套是2006年买的，没有

贷款压力。每年旅行以及对小爱好的

投入，算起来也是不小的支出，但是

兴趣所在，也不会觉得心疼。

钱会挣还要会打理。最遗憾的是

近几年的理财不太成功。我买了一些

股票，结果全套了，目前的市值是当

初的七成。我在一只股票上投了7位

数的资金，现在想起来胆子太大，太

过冒进。也跟同学做了些美元期货，

账面上也是亏的。对未来的理财规划

还得建立在资金解套的基础上。不过

如果解套，我还是会投资股票的。按

我那个朋友的说法，现在是价值投资

的最好时代。茅台不去说它了，如果

老早买了这只股票，我现在就可以退

休了。我觉得从目前普通投资者能接

触到的投资渠道来说，股市还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关健要找到质地良好、

踏踏实实做主营、有潜力的公司，股

价五年翻一番也不是问题。我思考

过，今后在投资股票上，要坚持几个

原则：第一不要把所有的钱拿来投资

股票；第二不能只买一个股票；第三

不能融资去买股票。

现在主要的压力还在养老这一

块。“一个是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

顾；二是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所以，

对我来说，最关注的是健康，健康是

最大的财富。为此，我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也会关心一些养生的信息。

另外我也买了健康保险，年缴保费是

三四万元，主要是重疾险。”

我想买个环境好，配套设施完备

的养老公寓。现在可以给我父母住，

以后给我自己住。我看过东钱湖边的

那个养老项目，不是太满意，我理想

中是要有个院子的，最好是乡下那种

有院子的房子。这个应该需要很大的

一笔投入。所以希望我的股票快快解

套。
记者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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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余生
不用你指教了，我自己瞎过吧”。生生把

“往事无可回首，余生请多指教。今世愿无
背离，来世仍多包涵”这一浪漫的夫妻间
敬语改编成单身宣言。话题下面神回复迭
出，其中得赞较高的是“手机不好玩还是
零食不好吃，为什么人一定要谈恋爱一定
要结婚。”

通常单身贵族们被长辈逼婚时，最常
用的一句话也是，为什么要结婚？

真的，为什么要结婚呢？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从诗意的角度来
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应该是告别
单身的首要理由。不过经济学家的眼光就
没那么浪漫了，结婚不外乎是两个人建立
一个共赢的共同体，达到两个人在一起的
效益大于一个人的效益。

婚姻给人带来的收益是十分明显的，
婚姻通过男女互补，促进资源的充分利
用，实现规模经济，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具
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在能力与收入方面
存在差别的男女，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
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是一个互补双赢的
方案。比如住房和家具，一个人生活用一
套，两个生活也是用一套。夫妻互相提供
信用，协调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婚姻还
是个古老的保障体，比如一方生病了，有
人照顾，且在因生病的失业状态下有人支
付医药费用。还可以分享家庭商品增值。
婚姻作为耐用消费品，具有逐渐积累增值
的特点，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婚姻的某
些独特效用会逐步显现出来，比如情感的
寄托、家庭的福利、知识和智慧的交融、小
孩带来的乐趣等

听起来很好，可是为什么单身群体越
来越多了呢。

浪漫点来讲，MR. Right 没有出现
之前，宁缺勿滥，可以用一辈子去等待。对
单身族来说，如果他很享受一个人的状
态，选择婚姻的机会成本就会被放大很
多。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
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大头菜
记得“余生不要你指教了”的神回复中，还
有一个是“不想把自己匆忙嫁掉，假以时
日成了黄脸婆，每天做饭收拾屋子接送孩
子检查作业，睡前还要提醒丈夫洗澡，可
预见性乏味，根本不是想要的生活。”这是
在想咋就咋的轻松没负担的单身环境中
的妹子对不确定收益的婚姻生活的排斥
性的想象。而这里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学中
的理性人不会去选择的。

而更多的现实恐怕是，很多优质的单
身者不愿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促成
一段稳定的关系。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

“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
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
改变的成本。包括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
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有一种说法认
为，单身时间越长，尤其是为了事业打拼
而选择单身的人，落单的时间越长，其付
出的沉没成本也就越多。

单有单的原因，婚有婚的理由。相信
每个人都在选择让自己更满意的生活状
态。如果你还单着，更应该合理规划自己
的资产，懂得理财，善于理财，为自己以后
的人生做好规划。生活中难免鸡毛蒜皮，
爱情也需要势均力敌。让自己过得好，你
值得更好的。 记者 周静

如果你还单着
应合理规划
自己的资产

漫画 严勇杰

女，45岁，金融企业高管

想买套养老公寓给父母也给未来的自己王如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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