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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开年工作顺利开展，不少企业为员工发放的
年终奖已陆续到位。针对今年这笔“小巨款”的去向，
大家会作出怎样的选择？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受访者多有理财计划
据中智咨询调研504家企业后发布的《2022年企

业年终奖发放调研报告》显示，2022年有74%的企业
计划发放年终奖，额度相当于员工1.8倍月薪，人均
2.19万元，略低于2021年的2.37万元，一线城市人均
达 2.83 万元，领跑各区域。万宝盛华在近日发布的

《2022年全国地区年度绩效调研报告（年终奖绩效全
含）》显示，高科技、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员工年终
奖水平均值约为2.2万元，其中高科技、医药、金融行
业位列前三名。

记者通过匿名问卷随机调研了百余人，发现储
蓄、消费、投资成为今年年终奖的三大“归处”。其中，
选择储蓄占比约43%，选择消费占比约34%。在消费
方面，旅游等文旅消费占比较高；投资方面，基金、黄
金排在前两位。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的年
终奖春节前已经到账了，差不多有5万元，目前的计
划是消费。积攒了三年的旅游欲望，今年要把假期好
好利用起来，多出去走走。”

年仅26岁的吴先生目前在北京一家大型互联网
企业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今年的年终奖自己主要分
了三部分：一部分在春节期间已经使用，主要是给在
老家的父母买了不少保健产品和健康检测仪器；一部
分留作自己的旅游“基金”，计划夏天利用年假时间去
旅行；最后一部分选择进行投资理财。

记者发现，除消费外，不少人都表示要细致计划
如何利用年终奖进行投资。

张先生在某央企工作，今年42岁。在谈及年终
奖使用方式时，他告诉记者，“我家孩子正在上小学，
今年我的年终奖已经给孩子存了‘教育金’。我选择
了10年缴费的产品，等孩子25岁时每年开始返钱，算
是给孩子一个保障。我爱人的年终奖则留作家庭日
常花销，放在了短期理财和开放式基金中”。

近期，不少保险代理人都借势抛出宣传文案，“对

照延迟退休年龄表，抓紧来定制养老金方案”“收益高
达3.499%，这款增额寿适合打工人攒钱”“存年终奖
必看，专属于宝贝的存钱罐，定制教育金方案”等广告
频见朋友圈，不少受访者接受推荐配置了年金产品。

来自天津的张女士对记者表示，自己今年把年终
奖用在缴存年金保险上，这已经是她第二年进行缴费
了。

此外，股票、基金、黄金等投资是大家的热门选
项。

王女士在某传媒公司工作，她告诉记者，“我有两
只三年封闭运作的基金会在2月底开放赎回，获利不
错。因此今年的年终奖打算在基金上多配置一些。
同时，也会把一些流动资金投资于股市。”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年终奖打算送自己一个小
金条，图个吉利也正好当投资。”周女士向记者说道。

来自北京的李先生对记者表示，他近几年主要将
年终奖用在股票投资上。今年自己的年终奖发放后，
还没有选择好要投资的股票，就先放在了国债逆回购
中，虽然收益率不高，但是取用比较方便。自己还在
研究用年终奖配置哪些股票，希望可以在今年取得不
错的收益。

此外，还有一部分“打工人”选择将年终奖用作储
蓄或者提前还贷。

“我属于保守型投资者，近年来的年终奖一直是
储蓄，本金和利息攒够一个20万元就投一个大额存
单，剩余部分也选择了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基本保
持每三个月就有一部分存款到期，用来日常花销或者
其他消费。”家住天津的孟先生告诉记者。

赵女士是房贷一族，据她介绍，受近期房贷利率
下调影响，她打算提前还贷一部分。一方面可以减轻
每月的还款负担；另一方面，心理也会平衡一些，因为
她之前买房时利率要高一些。

股票类资产占比边际走高
“从国内资产表现来看居民超额储蓄的分配效

应。站在居民部门资产配置的角度上，存款是‘安心
保障’，房地产是‘居住+投资’，股票和基金是‘接纳
风险+增厚收益’。”国信证券研报分析表示，虽然股

票类资产在居民资产盘子中占比并不算高，但近年来
一直在边际走高，取代了部分住宅类资产的分布。从
前几轮股市上涨行情中挖掘资金流向可以发现，居民
部门布局A股市场较外资和国内公募资金偏晚些。

科方得投资执行总裁张晓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反馈来看，
目前年终奖的三大“归途”也有其合理性。包括用于
消费、储蓄和投资三部分，可以满足居民不同支出和
储蓄投资需求，同时也为金融市场带来一定规模的资
金流入。从投资角度看，年终奖会带动股票类资产的
需求，或可以给股市带来增量资金。随着居民资产配
置中股票类资产占比的边际上升，对促进股市健康稳
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对记者分析称，随着防控
政策不断优化，经济社会不断复苏，旅游市场逐渐呈
现火爆趋势，大家在拿到年终奖后一定程度上投入消
费，尤其是文旅消费，也是很合理的流向。而在消费
之余，将部分资金进行储蓄或投资，主要是为了保值
增值，增加抗风险能力。投资的比例或越来越高，体
现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教育，包括居民的观念在
逐渐提升。大家金融理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对于资
本市场的认知也越来越成熟。

上述研报也认为，在风险最高的一项资产组合
下，我国居民资产的权重达14.7%，如果高风险偏好
的投资群体对未来A股有信心，那么当这部分居民资
金转化为 A 股市场流动性，则会带动行情的持续回
暖，而且多数是估值驱动的普涨行情。而且，从当前
股房性价比指向看，股票相对房地产价格走势还有上
行空间，在“房住不炒”和经济复苏的主线思维下，股
市相对于房地产投资回报的弹性更高，有望引流资金
步入A股市场，完成上涨预期的自我实现。

不过，张晓兵也提到，从股房性价比方面看，投资
者应该理智投资，审慎把握机会，不能单以股票价格
走势衡量投资未来回报。要全面考量房地产和股票
的价值，以及政策、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此为基
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把握投资机会
和甄别风险，以取得良好收益。 来源：证券日报

储蓄、消费、投资成三大“归处”
股票、基金、黄金是投资热门

“我从年前开始预约的提前还贷，都已经排到5
月份了，现在预约就更难了。”长沙市民肖女士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反映，最近提前还房贷的人很
多，银行预约不但排起了长队，而且工作人员还会劝
阻有此意向的居民。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了解到，目前提前
还房贷的人数确实有所增长，并且银行也在有意控制
还款额度以及还款节奏。那么，居民为何扎堆提前还
贷？银行又为何有意拒之？带着这两个疑问，记者展
开了调查。

理财收益跑输房贷利息
银行理财收益大幅跑输房贷利息，是大部分提前

还贷者的主要动因。
一位国有银行长沙某支行行长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提前还贷的基本上是之前
房贷利率在5%至6%的贷款人，而目前稳健一点的银
行理财最高收益率才3%左右，和贷款利率存在明显
的倒挂，理财收益跑不过房贷利息，所以很多人选择
提前还贷。”

相关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说法。2022年，银行
理财产品遭遇了两轮大面积的净值回撤：去年 3 月
份，多个银行理财产品出现了跌破净值的窘境；11月
份则是伴随着债券市场剧烈调整，银行理财产品破净
数量一度超过6000只。

“去年买的基金套了20%-30%了，与其这样产生
负收益，还不如提前还贷省点利息，我们业主群里好
多购房者基于这样的想法提前还贷。”肖女士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提前还贷者中也分为几种类
型，有全额还款的，部分还款的，还有商贷转公积金贷
款的，但归根结底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长期从事公积金贷款担保业务的吴女士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长沙公积金中心
调高了可贷倍数，而且公积金利率比商业贷款利率
低，因此很多购房者选择提前结清商贷转成公积金贷
款。”

对此，上述银行行长表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无
可厚非，不过大家也要量力而行，我们发现近期有一
些投机分子鼓动提前还贷的居民在结清房贷后将房
屋进行抵押贷款，这种贷款通常年限较短，如果后期
遇到家里有急用钱的情况，会对家庭财政造成比较大
的压力和风险。”

专家建议丰富居民投资渠道
为什么居民有能力提前还贷？央行的一组数据

给出了答案。
数据显示，2022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

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
亿元，与2021年全年相比多增7.94万亿元，较2020年
多增6.54万亿元，较2019年多增8.14万亿元，住户存
款增加额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博士孙文华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组数据比较直观地展现了
我国居民的经济实力，也证明很多购房者有提前还贷
的能力。提前还贷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购房者
为了减缓家庭支出压力，或者预防通货膨胀引发贬
值；二是在经过近几年疫情风险后，大家的防御性心
理逐渐增加，风险偏好快速下降，促使居民存款余额
快速上升；三是有投资意向的居民因为缺乏丰富的投
资渠道使得这部分资金使用效率难以提升；四是羊群
效应，看到别人提前还贷进而跟风，上述多因素共振
造成了此次提前还贷集中出现。”

然而，居民手头有钱提前还贷，为什么银行要“劝
退”呢？上述银行行长解释：“首先，这与国家提倡的
鼓励居民消费初衷是不相符的；其次，银行有要求贷
款余额不能出现负增长，提前还贷会降低银行的资金
使用效率；再者居民将大量资金腾挪出来提前还贷，
家庭结构性风险的抵御能力会显著下降，这对家庭长
期稳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就如何化解集中提前还贷，提高居民资金使用效
率的问题，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给出建议。“从表
面看，应该丰富居民投资渠道，提高理财产品或其他
资产的收益率，使其高于居民负债端的房贷利率。但
从更深层次原因看，要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
单位时间的产出，进而提升单位资金的效益，使经济
保持较高增长，给居民资产端的理财产品或其他资产
带来较高回报，形成正反馈或良性循环。在我国宏观
杠杆率提高，债务负担和资金使用效率下降的背景
下，政策应鼓励更多的资金进入高效率部门，继续加
大对新动能的投入和支持。”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复苏，随着投资渠道拓宽，
收益有望得到可观的回报。”孙文华建议，提前还贷者
应从大局观出发，切莫因跟风还贷耽误了投资良
机。 记者 何文英 来源：证券日报

提前还贷现象调查：
排长队预约还款 银行为何“劝退”

投资理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