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以前一直在大型国有企业工作，总认为退休后有稳定的退休
工资，日常生活没问题，生病了反正有医保。去年退休后，与老人接
触多了，才知道并非这么简单，完全依赖国家不现实。别的不说，老
年人体弱多病，看病虽然有医保，但个人还是要承担相当一部分的
医疗费用。有不少药必须自费。还有，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请
人照顾。一句话，养老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怎么办？我采取的还是老办法：存钱储蓄。有人说，存钱贬值太

厉害，不划算。但是，你不存点钱是不行的，一旦遇到急事，一分钱
难死英雄汉。把钱存在银行里，总还有点利息吧，虽说这利息跟不
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但总比没有好。
有人说，应该把死钱变成活钱，可以搞投资。提起投资，人们就

会想到股票。我是个有着 !"年股龄的老股民。实践证明，靠炒股赚
钱太不容易，难怪许多股民说不亏钱就是最大的赢家。好在十几年
前，我参与了商业保险。后来，儿子参加了工作后又増添了几份保
险，每年仅交保险费就要 #万元。买保险也是投资未来的一项有效
措施。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可能比年轻人少，然而，有一项
开支却比年轻人要大得多，那就是看病的费用。医保只能提供部分
的基本医疗费用，还有一部分需要自己承担，万一得个大病重病，
其费用一般人难以承受。
买保险投资未来有几个好处：一是压力不大，一般要缴费十几

年乃至二十年，只需每年付费一次；二是双管齐下，生病住院也不
用担忧，除医保外，保险公司也能承担相当一部分费用；三是子女
受益。再过十年二十年，子女要照顾双方四个老人，买份保险后，起
码给子女在经济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这样看来，存钱储蓄和提前买保险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杜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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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养老这个问题，作为“"$后”的我
曾经深思熟虑过，但时代不同了，养老
的理念也在变。
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存钱，没有其

他渠道，谓之“养命钱”。到了市场经济
时代，存钱不灵了。想买房，存的那一
点点养命钱还不够，清空了银行存款，
被人称为断了养命后路。现在想想，买
房还是对的，也是养老投资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是安居养老的头等大事。住
得不好，钱再多有用吗？
有个朋友，做财务的，信奉专款专

用。不敢动用养命钱，住房条件没有改
善，钱在银行睡得很好，自己住得一点
不好，钱还在贬值。还有一位是把养命
钱全部投入股市。初衷是好的，把股市
想得太完美了，想在股市里翻番，然后
买房，可惜股市不给力，熊长牛短。股
市风险很大，房子没买到，股市里的养
老金缩水大半，欲哭无泪，只求把本金
收回。问我还有机会不，我说大约在冬
季。养老投资不是件轻松的事。
“%$后”退休需 &'(万元，更像玩

的数字游戏。假如男的到了 )$($年
退休，那 &!(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单
位为我们买过一个保险，说二十年后
退休可以拿 !$$元，当时工资才四五
百元，大家欢喜雀跃，以为这个世界
一成不变。想法没有变化快，等我拿
到，感觉如同 !$元钱。&!(万元随便
怎么算都不靠谱，它对货币的时间价
值忽略不计，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有
超过常人的阳光收入。真想要实现，
需勒紧裤带过日子，不能买房、买车、
消费，人活得太累，社会就不会进步，
经济就不会发展。
对于一般工薪阶层而言，要有一

份稳定的工作，努力完成法定的工作
年限，有一份社会保障，有能力可以买
商业养老保险；其次养老投资可以以
存钱的方式买房，把自己的窝筑好，多
余的话再养第二套；再次投资股市，现
在正逢其时，始终坚持逢低进场，逢高
走人休息，不与股市“缠绵”。
其实通胀是一直存在的，现在的

百万元买房款，相当于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的 !$$$元。存钱不是最佳选择，
确也无奈。看看美国，受金融危机影
响，房价暴跌，中产阶层资产缩水厉
害。养老投资，储蓄和消费是有矛盾
的，我国存款是世界最高的，对启动消
费、经济循环都带来问题。个人牺牲眼
前利益，降低生活标准去博不可预期
的未来，未必是最好选择。基本养老靠
社会保障，改善养老靠积蓄，年轻人应
努力赚钱，过好当下，不负人生。

顾伯琪

! ! !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养老也一样。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情况，不管职工退休制

度会出现怎样的变化，都应早早做好养老准备。再说了，任何国家的
养老制度，都只能保障退休后的基本养老，想让自己的退休生活变得
丰富、舒适，必须在退休前就有所考虑并积极实施，越早越好。
我是 %年前到法定年龄退休的职工。但在我退休前的 "年，单位

进行了用人制度的改革，对三年内将退休的职工实行退岗，待遇当然
也会受到影响。我虽不属规定的退岗对象，但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
为顾全大局，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并非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尚，
而是因为自己对退休后的养老早有准备，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支撑。

首先是我与老伴在退休前都分别购买了某保险公司的养老保
险，每年缴纳一定费用直至退休。如今退休了，按规定每月可以拿到
一定的养老金。
其次是在二十多年前，我与老伴节衣缩食投资一家民营金融机

构，如今每年分红可观。目前该机构正申请上市，如果成功，股值将是
当初投资额的数百倍，养老足够。有些与我同时投资的朋友，因嫌当
时每年分红很少而将股权转让，后悔莫及。
最后是老伴先我退休，趁着还有点精力，她用家里的积蓄开了家

服装店，用赚来的钱，加上卖掉老宅的款项，又向银行贷款数十万元，
在上世纪末楼市低迷时，在同一小区先后买了两套房，解决了自己和
儿子的居住。
到一定年龄退休养老，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人生经历。我记

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常将有时思无时，莫待无时思有时。”这话在
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居家养老还会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今天，实
在不应忽视，我们都应为自己的退休养老早早准备。 钱红春

! ! ! !以房养老提出来已有好几年，迟
迟不能开展，原因众多。有一些确实
有此需要而且具备条件的老人，不得
其门而入，耽误了最宝贵的时机。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位%&岁

高龄的独居老人，是个孤老。去年心
脏动了手术后，突然想到原来的生
活质量太差，居处狭窄，三餐茶饭麻
烦而又单调，缺少人际往来，亟需改
变生活环境。他通过居委找到一家
养老机构，每年费用*万元，预付&

年，有"+多平方米的独用套房，配套
设施和护理服务都比较完善。他的
单位和居委，帮助他出售了一室户
住房，得房款%$多万元，存入银行。
以后单就退休工资加银行利息，就
足够支付养老费用。
前不久，小区里又有一位独居

的八旬老人，女儿为他办了手续，住
进这样高档的养老院，因为他退休
工资高，加上原来住房出租的租金，
已足够支付各项养老费用。我为这
两位老人获得新生活而感到庆幸，

但也不无遗憾地想到，如果这样的
日子早来!$年、!"年该有多好？当然
过去没有以房养老，房价没有这样
高，条件好的养老机构不多，现在条
件具备，为什么不能让同样境遇的
老人，早早通过以房养老等方式，住
进这样的养老院呢？

我家有多个姐妹，都已年过八
旬。!$年前，大家还热热闹闹、来来往
往，这几年来风云突变。先是有两位
妹夫相继去世，妹妹们虽然生活无
忧，住房宽敞，但是身体却日渐衰弱，
百病缠身，行动不便。子女大多又不
在身边，日常生活要靠保姆料理。在
这般困苦的情景下，有的就会想到了
敬老院，但是以这样的多病之躯，再
想去接受新生活，为时已晚。在老年
公寓里，我就看到过许多年纪不甚老
的夫妇，一起早早入住安家的。

对于所有的老年人，有比筹措
养老金更重要的事，就是应该在,$岁
之前，选择好一个适合自己的养老模
式，不要错过了黄金时机。 杨雪芬

资产升值机会多样
笔者认为，对于养老金的数字

标准，大家可能混淆了养老金静态
货币和动态货币的区别。现在的
-$$元购买力与二三十年后的实际
购买力不可同日而语。静态货币没
有考虑通胀、复利等因素，因此是不
科学的，只是一种“真空环境”下的

参考模型而已。
如果大家做好适当的养老投资

理财规划，根本不必为此过分着急。
试想我们的父母辈，现在的货币相
比几十年前他们年轻时贬值了多
少？也没见很多人因此无法养老的。
因为在这漫长的几十年中，会有许
多机会改善大家的养老环境。我们
的父辈就是从通胀下的普加工资、
单位福利房、自住房升值、收藏等各
种理财事件中得到了养老计划的改
善。未来会有些什么机会，或许我们

现在根本无法猜到，但总会有一些
机会被大家抓到。

坚持简单收获美好
社保是基础。对于工薪阶层来

说最好的长期养老投资规划，首先
是社保。社保中有一定比例是按照
退休后当时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给付
的。这样算下来，就大大超越了一般
的按利率计算的商业保险给付水
平。因此，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自谋
职业者都自己交社保，这是很明智

的。相比较而言，商业寿险在通胀下
只能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
越早规划养老越轻松。从复利

的原理来看，越早开始养老理财规
划，投入的资金压力就越小。如果能
在 ($岁前就进行养老规划，就越能
应对退休前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波
动。这块养老储备投资在一些保守
型的债券类品种或其他稳健的理财
产品上比较合适，不求太高收益，只
求每年稳健的复利增长。养老投资
的关键是每年有个合适的收益率，

在时间的发酵下就会变得越来越轻
松。而追求市场热点频频出击，收益
大幅波动的方式，并不符合养老规
划原理。有时一种看似笨拙的简单
坚持，却能带来最终美好的结果。
适当增加资产性收入比例。退

休金的“数字标准”其实只是一个唬
人的幌子。我们知道，在一段较长时
间中，一方面货币在通货膨胀中贬
值，但另一方面货币又有收益和复
利效应。两账相抵，最终的实际价值
未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
体力智力慢慢地比不上年轻人，这
时如果能适当地增加一些资产性收
入，如商铺租金、债券利息、股权收
益等，可以大大增加经济宽裕度。一
般来说，在大部分时期资产价格和
资产性收入都是随着通胀增长的。

总之，多储蓄、早规划，适当增
加财产性收入，定会让你的养老越
来越轻松。 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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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到底要准备
多少才够？这一直是让大
家纠结的问题，没有统一
的数字标准。这是因为通
货膨胀和货币的时间价
值等因素造成的。有人认
为有几十万就够养老了，
有人认为起码要有1000
万。如此巨大的差别预
期，让大家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