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多理财产品中，我比较
钟情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是觉得
银行比较可靠，买了之后可以少
操心。多年来，我买银行理财很
少买保本理财产品，但买的产品
基本上能兑现之前的预期收益。
这可能与我的投资风格偏保守，
选择的理财产品比较稳健有关。
所以，在相对稳健的目标产品
中，预期收益率会是我选择的一
个重要标准。在承受相似风险的情
况下，我总是希望能选择收益率尽
量高一些的产品。这些年来，我积累
了一些经验，一般来说，季末、半年

度以及年底，理财产品的收益
率往往会出现上升。买入
之后，安心持有，基本上不
会去看这个产品怎么样，直

到产品结束，兑付本息。
我购买的基金大部分是定投。我

选择基金的时候，会根据此前一段时
间它取得的业绩来作为一个衡量标
准。但并不会认为它以前取得的业绩
就是我买入以后它可以保证的业绩。
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一下持有基
金的表现，看看净值的变化，扣除分
红因素后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虽然
做了长期投资的准备，但是如果有一
个基金长期表现不好，我会卖了它。

我也偶尔会买一些网络平台的理
财产品。相对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偏
高，门槛更灵活，一般银行理财产品需
要5万元起，而网络平台的理财产品我
最少买过100元的，1000元到10000

万元起点的选择面也很大。至于期限，
短的有类活期和7天的，长的有几年
的，可选择的余地也挺大的。但我总觉
得银行理财产品安全性更好，所以我大
部分的资金都放在银行平台上。

听说央行新政下，理财今后可能
发生变化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如果银行理财产品也像基金一样，标
净值来卖，那我该怎么选择理财产品
呢？看来以后购买理财产品的准备与
一些购买习惯也得相应改变。总体
上，更规范一些对投资者来说也是好
事情。我近期会特别关注这一方面的
信息，提早做出应对。现在很难说，
银行理财产品也不保本了，以后就只
拣收益高的去买，毕竟银行这个招牌
还是挺让人安心的。也许未来会更多
考虑一些像支付宝、京东、百度等平
台推出的一些理财产品，收益相对较
高，平台也比较大。

还有一个，我比较担心，听说3
个月以内的理财产品可能买不到了。
我目前的理财资金中，有近一半是放
在类活期到3个月之间的短期理财中
的。一方面是目前我还在装修房子，
要动用的资金比较多，另一方面，我
从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变动来判断，实
际收益率在慢慢上升，我不希望买长
期的理财产品，如果未来加息，长期
理财产品要持有到期，那么里面的资
金将不能尽快享受到高收益率。如果
没有类活期的理财产品存在，那么我
平时的备用资金就只能放在活期存款
里，收益也会大为缩水。

去银行买理财产品时，往往要填一份
风险调查问卷，如果你做出的结果不符合
你想购买的产品的风险等级时，可能会被
劝导再做一次问卷。这时候你就得注意
了，你可能会购买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不
符的产品，因此造成不能承受的损失。

投资理财是一场持久战，在于持续稳
健的长期回报。投资理财需在自己能承受
的风险等级之内。由于对理财产品的风险
等级划分没有统一规定，各家银行对理财
产品的风险等级采用了不同的符号。根据
产品风险特性，一般银行将理财产品风险
由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谨慎型，该级别
理财产品保本保收益，风险很低；稳健
型，该级别理财产品不保本，风险相对较
小；平衡型，该级别理财产品不保本，风
险适中；进取型，该级别理财产品不保
本，风险较大；激进型，该级别理财产品
不保本，风险极大。

高收益自然诱人，但收益与风险成正
比，如果你没有承担相应风险的能力，收
益再高也不是你的菜。先要明确自己能承
受的风险尺度，再在相应的理财产品中作
选择。作为一名投资者，首要的前提便是
先考虑清楚风险，再做决定。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投资者习惯根据
风险偏好来操作，另一些投资者则会根据
风险承受能力来决定投资与否。那么，风
险偏好与风险承受能力，两者究竟哪个更
适合作为投资理财的判断依据呢？

风险偏好指的是对风险的好恶，也就
是喜好风险还是厌恶风险。不同的投资者
对风险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如果倾向于
认为不确定性会给自己带来机会的话，就
属于风险偏爱型的投资者；如果倾向于认
为不确定性会给自己带来不安，那就属于
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则是
指一个人有足够能力承担的风险，也就是
能承受多大的投资损失而不至于影响正常
生活。风险承受能力要综合衡量，与个人
能力、资产状况、家庭情况、工作情况等
都有关系。比如，拥有同样资产的两个
人，一个是没有负担的单身贵族，另一个
却有儿女与父母要养，两者的风险承受能
力就会相差很多。

投资者愿意承受更多的风险，只能说
明是一个风险偏爱者，但这绝不等同于投
资者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一个
投资者在高收益的诱惑下，根本不考虑自
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一些完全不符合
自身收益风险特征的理财产品，实际上是
很危险的。

不论是银行理财、基金产品、股票市
场或者P2P，都有其风险存在，区别就在
于风险的高低。投资第一步，就是认识风
险、分散风险，掌握一定的理财知识，切
忌盲目入市。不贪图高收益、不买不熟悉
的理财产品，会大大降低发生风险事件的
机率。

买产品一定不要只盯着预期收益率
李满芳 61岁 男

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风险，我
犯过一个大错。

我不太懂炒股，也不敢把钱投在银
行以外的地方，所以我们家的闲余资金
几乎都是放在银行里。早前买点国债或
者存个定期，后来一大半买了银行理财
产品上，毕竟收益上有优势，而且也是
银行的，总归让人放心些。

我一个同学的女儿在一家股份制
商业银行工作，前几年游说我买她所
在银行的理财产品。我看看理财产品
的预期收益率确实要比我之前买的理
财产品高。说实话，我对金融产品所
知甚少，之前大多在相熟的理财经理
的介绍下选择产品，虽然我有时会
问，为什么不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
益率差这么多，但听了他们的解
释后我还是一知半解。比如同学
女儿推荐的这个产品，收益率比
较高，我就买了10万元的，只

记住了“结构性”这几个
字。不久，我有笔10万元

的理财款到期了，买了
另一家银行的“结构

性”理财产品。一年以后，我在同学
女儿那里的理财产品亏了近20%。这
在我原先的认知中，绝对是个不能理
解的事情。怎么买银行理财还会亏
呢？那原来的预期收益率算咋回事呢？

令人安慰的是，我的另一份10万
元的结构性理财产品，给我带来了1
万多元的收益。同学女儿解释说，这
不是银行的问题，而是产品的投向和
投资范围不同。反正我两个产品的投
向都没搞清楚过。

现实给我上了一课，远比听理财
经理们的解释要让人记忆深刻。此后
我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对看不懂的产
品，预期收益率再诱人，我也不会去
投。我宁可选择一些预期收益率相对
较低，风险相对较小的产品。

后来P2P很火的时候，我爱人跟
我讲别人的收益率有多么多么高，我
都没打过投P2P的主意。因为预期收
益率只是个参考，连银行的产品也有
可能亏，那些开在小区门口的财富公
司如何让我放心？宁可收益少一点，
本金安全最重要了。

以后想买短期理财产品怎么办？
吴敏 35岁 女

认识风险
是理财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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