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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范在一家国企从事文职
类工作，2022年是她工作的第四个
年头。2021年的最后一天，小范的
银行账户上打入了五位数，3万多元
的年终奖是公司对于小范一年努力
工作的奖励与认可。

年终奖到手才半个月不到，小范
已经把这笔钱妥妥地花完了。小范
是个激进型的股民，2022年初的股

市让人爱不起来，小范说看着股票一
路跌，她脑子里只有“加仓”两个字。

“转账键一按，2万多元的年终奖砸进
了股市。”她说，剩下的1万多元年终
奖也花得差不多了。首先去了趟商
场，买包、买几身新衣服，好好投资了
一下自己。然后再请家里的长辈吃
了几顿饭，尽了孝心。再看看钱包，
已经差不多快空了。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

年终奖如何打理？消费路上不错过
储蓄理财齐步走

消费热情不减 储蓄理财齐步走

本次调查，记者选取了60后至90后不同年
龄阶段的300余名人士进行调查，职业覆盖企事
业单位、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行业、制造业工人等
领域。受调查者职场经验从菜鸟到资深分布均
衡。受访者的年龄结构，90后占比28.85%、80后
占比50%、70后占比13.64%、60后占比7.69%。

调查结果显示，购物消费、孝敬长辈、投资理
财、储蓄和还贷是大家对年终奖消费的主要用
途，分别占比为 59.62%、44.23%、32.69%、
26.92%、28.85%。

从数据上分析，大家在过年前还是保持一定
的消费热情的，当然储蓄、还贷以及投资理财依
旧是受市民关注的年终奖使用方式，大家尽可能
通过储蓄和还贷实现保本保值。

储蓄方面，结构性存款与定存产品都是受调
查者主要倾向的形式，分别占比48.08%、61.54%。

而在投资理财的倾向上，受调查者普遍对银
行理财产品比较青睐，占比高达80.77%；其次是
公募基金，占比达34.62%；保险产品投资比例占
比为17.31%，私募基金投资的占比较为小众，仅
为3.85%。

眼看就要过年了，这个时候你的荷包还好吗？年终奖应该已经到手了吧。最近几天，记者的朋友圈可热闹了。有人晒新买的笔
记本电脑手机、有人晒包包和化妆品、有人晒掌上游戏机……大家已经在打理年终奖的道路上嗨起来了。本报也在部分读者群体中
随机做了一项小调查，了解大家对年终奖打理的规划。

到手的年终奖到底如何使用
以便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呢？记
者为此采访了宁波多位金融业人
士。在专业人士口中，标准普尔家
庭资产象限图是专业人士一致推
荐的家庭资产配置准则。

标普家庭资产象限图根据资金
用途把家庭资产分为四个类别，分
别为要花的钱、保命的钱、生钱的钱
和稳健升值的钱，四类资产的占比
分别为10%、20%、30%和40%。

“简单来说，保命的钱是未雨
绸缪之用。建议为自己、家人购买
保险之用。”某国有银行资深理财
师蔡先生建议，年终奖达到3万元
以上人士，有必要按照标普的划分
首先考虑保险，通过保险来分散未
来的风险，一旦未来有重大疾病需
要大金额的开支，保险可以减轻压
力。

蔡先生建议，接下来要考虑的
是稳健升值的钱，划分占比也最
大。追求资产稳健增值是很大一
部分家庭的理财诉求。这类资金
可能短期暂时用不到，保值增值的
需求更强烈。比如子女教育金、养
老金就属于这一类。此类资金风
险承受能力较低，以安全为前提，
然后能够适度增值更好。“银行的

定期存款、短债型基金，债券等都
属于稳健增值类产品。”他告诉记
者，具体来看定期大约选1年-2年
期，理财产品可选1年期，短债基金
选择3年期以内的。事实上不少高
净值的私行客户都更倾向稳健增
值型的产品。

然后是生钱的钱，指的是用于
投资的钱，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性与
波动性都略高。比如偏股型的基
金、股票、房产、黄金、期货、外汇、
实业等各种形式的投资。

最后，身边要留大概10%左右
要花的钱，指的是日常的生活费开
销，如衣食住行乐都包含在里面，
大概要储备3-6个月的生活费才
算充足，这样即使出现开支意外增
大或者收入突然停止的情况，也可
以保证家庭的正常生活短期不受
影响。“春节前大家会采购年货、会
给自己买买包、买手机、买电脑，这
些都能纳入日常消费开支的范
围。”蔡先生说。

总而言之，年终奖的使用要兼
顾流动性、安全性与收益性，上述
人士表示，资产是需要分类管理
的，家庭对每类资产的用途和配置
目标理解的越深刻，越有助于做好
资产配置。 记者 周雁

年终奖
用途调查

年终奖分4份 准确配置稳健增值

调查中，还有28.85%的受访者
表示，考虑一部分年终奖会用于还
贷，这类人群占比有一定分量。

“我前年买了房，这几年我感觉
经济形势也不大确定，趁着行业是风
口期，赚了点钱，我想赶紧把房贷还
了，减轻压力。”旅行博主菲菲向记者
吐露了她的心声。

菲菲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旅行博
主的工作，已经在这个行业中打拼
了5年。2020年，菲菲买了一套300

多万元的房子，贷款了近200万元。
这几年，还清贷款，减轻压力在她心
头始终是第一位的。菲菲对记者
说，打拼了这几年，2021年的收成最
不错，她给自己发了7位数的年终
奖。“辛苦一年攒下的钱，我80%用
来还房贷，剩下10%我比较老套，就
放银行存储蓄。”菲菲说，赚钱不容
易，她比较保守，还贷剩下的钱还是
大部分用作储蓄，虽然收益低点，但
是有安全感。

还贷族
大头还房贷，小部分存储蓄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庞女
士是一名幼教工作者，去年底她得到
的年终奖和往年差不多，接近4万
元。庞女士做事一向计划性很强，对
于年终奖的打理她也有自己的一
套。作为一名当家主妇，她要操心一
家人的衣食起居，所以奖金一发下
来，她就分配好了比例。家庭成员买
保险差不多50%、投入到理财市场

25%、年终服装和食品以及年货消费
共计15%、结余10%留做日常消费开
支。

“如果不合理规划一下年终奖的
去处，随随便便就能花个精光。”庞女
士对记者说，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家
里的开支逐年增长，所以从5年前孩
子出生起，她就开始买保险，并且把
年终奖切分成几个部分，按需花钱。

80后妈妈
精打细算规划年终奖

90后职场新人
花钱不手软 投资有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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