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对于“保底归集”要说上两句，
我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职时不
知工资卡的密码，退休时不知养老
金的密码，所有收入悉数上交。有次
银行换卡，在柜台前才知要输入密
码，当着银行工作人员的面打电话
给老婆，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问是
你的卡吗？为什么会不知道密码，我
说卡交给了老婆，不知道密码。
我家实行的是理财与消费分开

的模式，收支两条线。我在外打工赚
钱，妻子在家负责买汏烧，我乐得潇
洒自在。我没有因为做过会计，要掌
控财权，而是拿些闲钱玩股票，她也
不过问。把握大的投资机会，比如买
房决策，能夫唱妇随，用比较少的
钱，买了现在根本买不起的房子，齐
心协力才能办好事。如果 !!制，各
打小算盘，就会错过机会。男人负责
挣钱，女人负责花钱，吃大锅饭，虽
然钱不多，也对得起这个“家”。这样
的模式沿袭了我父母的优良传统。
我是看不起男人管钱的，遇见

过这样的男人，背着老婆藏着钱，好
像一切有备而来，后来同老婆离婚，
老婆没有拿到一分钱。再婚后还是
“打埋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男
人管钱，躲躲藏藏地把钱放在单位
里，这样的夫妻生活就是磨合一辈
子，也达不成共识。记得以前楼下有
个邻居，男人比较有钱，女人日子过
得比没有钱的还不如，男人既不交
心，也不交钱，瞒着老婆藏钱，错过
买房好机会。老婆也知道，说这种男
人是：大不算，小落乱。当然有的女
人不善于理财，男人掌管无可非议，
但从婚姻关系来说，女人掌握财务
大权，婚姻关系天长地久。按老婆的
说法，我拿零用钱真的是零花钱，而
她掌管家政全为这个家。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理财体

制没有固定的模式，适合的就好。对
于年轻人的“自顾自”，我是不能苟
同的，不像夫妻，更像朋友。既然是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
枝”，分得那么清楚，无疑同床异梦。
有些年轻人名义上是各自分管，随
着时间的推移，婚姻的磨合，慢慢地
会融化在“锅里”，淡出 !!制。大锅
饭是最适合家庭婚姻的，是最完美
的家庭理财制度，同甘共苦，共同发
展。人生苦短，两个陌生人走到一
起，成为夫妻，心思花在 !!制上，
会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夫妻关
系随着 !!制完全成了商务关系，
都留一手，好像天天在高手过招，时
刻在算计，过得很累。 顾伯琪

! ! ! !一款具有“保底归集”功能的银
行账户管理方式，因便于“老婆理
财”而红遍网络。开通此功能后，可
以让老公银行卡上超过一定限额的
钱自动转到老婆银行卡上。老公们
戏称银行此项服务太“残暴”，有“让
已婚男士潸然泪下”的功效。

“保底归集”并非首创
其实，这个账户管理功能并不

是近期的首创，它就是原来企业账
户早在使用的资金“归集”功能，只

要所属分部或下级机构的关联账户
上有钱，到了一天结束后就会被全
部划到企业总部的账上。这只是对
公账户功能在私人卡上的演化和创
新运用而已。
由“保底归集”到“老婆理财”，家

庭的财到底应该谁理，怎么理好呢？

发挥优势主管擅长
在我家，证券投资这一块主要

由我负责。不过得到此项老婆“授
权”还有过一番波折。"##$年初时，

老婆大人听到同事在股市中的财富
效应后嫌我操作太保守，要求股票
由她来操作。面对一个对证券市场
知之不深的菜鸟级股民，我无法向
她解释清楚股市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经商议后老婆总算同意她先只
操作部分资金，年底两人 %&下再
决定由谁主管证券投资。
经过 "##$年、"##'年两年行情

大起大落后，老婆最终以本金亏损
(#)而告终，基本上无心再关注股
市了。终于在老婆的默认下，我仍然

主管家庭证券投资这一块。尔后我
在 "##*年的大反弹行情中，不但把
她原先亏损部分补回，还赚了些，从
此我的证券投资权在家庭中得到了
稳固。从中我得到一个启示，对于一
个行业知之甚少的主管级“领导”，让
她信服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她亲自实
践，只有在失败中她才能有所醒悟。

类AA制分散风险
对于平时各人的工资，基本上

实行各管各的，家里消费视情况两

人随意支付，但像孩子教育、家庭水
电小家电维修、水电气有线物业等
费用主要由我支付，服装类则主要
由老婆负责，这也算是发挥各人所
长。碰到一些大的消费时，例如买
房，商议后再决定如何分担。“保
底归集”这类功能，在我家基本上是
不适用的。原因是我的单位效益不
太好，在高物价下这点工资对于老
婆来说没有多少“压榨”空间。

这种类 !! 制的家庭理财模
式，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分散家庭
财务风险，也能增加一些机会。在家
庭理财中，夫妻总有理念不同的时
候。这时各人按照各自想法行事，间
接地起到了一种分散投资风险的作
用。如 "#++年我的股票投资经历了
一次“滑铁卢”，亏得老婆那边的信
托产品分散了一些风险。

从“保底归集”到“老婆理财”，
引发我们对新事物的思考和理解，
带来一种全新的理念，让我们认识
到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学习和创
新永远是主旋律。 陆宏

! ! ! !现代社会多元
化，讲究个性独立，
家庭经济更不例
外。我看在互信的
基点上各自独立的
好，但不是事事均
等分配，好在夫妻
分工职责明确且能
相对独立，做得好
能增强各方对家庭
承担的责任、更有
利夫妻之间增进情
谊。“保底归集”只
是银行的有限转账
方式被人套用在夫
妻间的经济关系
上，不可取！

我结婚后和父母一起生活，
也不懂哪种持家理财更有优势，
只是主动关心家庭的生活事务。
妻子的工资用于日常伙食开销，
让我把部分工资作家庭管理（如
水、电、煤气及房租等费用），其余
作储蓄用于今后家庭添置硬件和
孩子的教育等等。双方若再有其
他外快收获，允许留存小金库当
作自由支配的备用金。例如，个人
需求和人情支出只作互通信息一
律酌情自负，好处是可避“嫌”；其
次，依据自身财力合理分配不受
干扰。
几十年过去了，即使后来和

父母分居后，我们基本恪守承诺
实行着 !!制原则，经济操作中
若遇委托或“已代办”的，事后也
有结算，日常生活中碰到急需调
头寸，也可申请融资，因此借贷关
系在我们间是常态的互助游戏，
有借有还决不食言。有时外出散
步、逛街，若遇对方有所喜好，都
愿出资或款待相敬如宾其乐融
融。如我花甲之年，妻子早用自己
的小金库为我定下寿筵给我惊
喜。我也吐吉言“待老妻六十大寿
尽由我操办”。虽说都是一家子的
钱，如果不实行 !!制即形同大锅
饭，为应付私人财政，难免有“私房
钱”嫌疑，夫妻之间只会助长双方
的猜疑，存有苦乐不均的烦恼，日
久产生经济纠纷，甚至危及家庭，
哪有平添惊喜之类的趣闻。
如今的小家庭面临的是开放

的、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早已
不是长辈那时男主外、女主内的
社会背景了。!!制的家庭理财
顺应了当代人的人格独立趋势，
我看还是 !!制好！ 侯宝良

! ! ! !现代家庭，谁来管钱？到底是各自独立 !!制
好，还是“保底归集”一人当权好？

我爸妈结婚 "#多年了。刚开始时,妈妈负责管
钱，比较保守，有钱就喜欢存银行。老爸花钱没有算
计，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妈妈对各方面精打细
算。家庭虽不能很好地开源，却能够最大化地节流。
不过，我爸业余时间喜欢炒股，苦于没有财政大权，
也没有足够的备用资金，因此无法在股市行情到来
时加仓，或是股市低迷时补仓。这样一来，原本可以
到手的收益灰飞烟灭，原本可以损失最小化却背道
而驰。为此，我爸经常与我妈为错过股市行情争吵。

后来，爸妈经过沟通达成一致，决定采用 !-!

制。!-!制就是爸妈保有自己的账户和财产的同
时，再建立一个家庭的共有账户。每月按照一定比例
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存入共同账户，且可以随时加钱
到共同账户中。家庭账户的钱主要是用来支付家庭
日常开支、我的教育费用等家庭开支。因为我爸收入
较多，所以负担起家庭账户的大部分，偶尔股票的收
益也会贴补进来。而我妈依然是以存钱为主，为家庭
建立了比较好的“后防保障”。爸妈各展所长，日子过
得和睦又幸福。
我个人觉得采用 !-!制后，家里不会再为鸡毛

蒜皮的小事计较，更不会因为错过股市行情而抱怨。
同时，收入较多的我爸也可以多负担一些家庭共有
开支，这也是对我妈照顾的一种体现。这样做实现了
家庭一体化。如果某一方要买衣服、投资理财或是其
他用途，都只能用自己的个人账户。如此一来，爸妈
俩人的账务既统一又独立。
其实，家庭账户谁主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善于

发现、善于总结，家庭生活才可以变得更美满且有保
障！ 罗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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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话题：谁管钱 一项银行推出的资金!保底归集"服务#引发一场家庭财政权的讨论

理财AA 降低投资损失度
炒股PK 赢来账户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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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有量
列收支表共管理
! ! ! !管钱是家务事中最复杂、最敏感、最麻烦的
事，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我家试过几种管钱方式。开始由老婆管，我每

月拿固定的零用钱，一切家中经济往来，百事不
管。妻子有意见，说我像来住旅馆的旅客。但是，当
我有额外开支，“申请”增加零用钱时，她也不管，
让我自己调剂。我火了，说：“我来管，肯定比你管
得好。”老婆想不到爽气交权。
到了发薪日，老婆留下一半工资，把另一半和

一张每月固定开支的清单，一起交给我。我气呼呼
地说：“你留下这么多零用钱。”她说：“女人开支比
男人多。”我心想：看菜吃饭，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第一个月，吃光用光。其中，为了和客户搞好关系，
花 ".##元买了三张音乐会票子送人，对此，老婆
在“审计”时，大有意见。第二个月，正好市场上推
出“苹果”新品，我花了 /(## 元买了一部新款手
机，这个月成了“透支户”。老婆对我怄气：“又换手
机，花这么多钱也不跟我商量，这样管下去，成了
败家子了，下个月收回‘钱权’。”我哪肯，手中有
权，用钱方便，两人闹得很不开心，这事给母亲知
道了，出面调解。老婆在婆婆面前大告我的状，谁
知母亲却站在媳妇一边，说：“男人管钱等于叫酒
鬼管酒窖，哪能管得好。”但是，母亲出了个点子：
叫我们两人共同管钱。
母亲根据经验，为我们设计了一张家庭收支

预算表，让我俩在发薪日，把每月固定支出（公用
事业费、保险费、牛奶费、房贷款、理财款、孩子学
钢琴费、服饰费以及每日生活费、机动费用等）一
一列出，本着勤俭持家、改善生活原则，做到支出
合理，有商有量共同管理。这个办法实施以来，效
果很好，杜绝了乱花钱、有争议的弊病。 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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