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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存钱的德国人居然最没钱？
不买房子不炒股 一心求稳怕风险

! ! ! !德国是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工业
国家，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欧洲经
济的“领头羊”。可是欧盟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德国人均财富在欧洲
垫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钱都花到哪儿了
根据欧盟统计，截至 !"#$年年

底，德国人的总资产额已经达到 $%&

万亿欧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比
!'()年同期增长大约 $*；国内生
产总值为 &万亿欧元，占欧盟 !+个
成员国总值的 !,%-+*，是欧盟经济
中当之无愧的“老大”。如果考虑到
德国人口为 +!,,万，那么说德国老
百姓在欧洲最富裕应该也不为过。
目前，德国人的资产总额依然

保持着增长趋势，不过家庭净资产
排名却不那么乐观。据德国《世界
报》报道，欧洲央行 !,(&年的统计
数据显示，德国人家庭净资产只有
区区 $%()万多欧元，在欧洲排名最
后。连需要欧盟救助的塞浦路斯和
希腊都排在德国之前，分别为 !-%-.

万欧元和 (,/(.万欧元。德国人的
钱都到哪里去了？

购买保险与养老
据德意志银行统计，截至 !,($

年年底，保险和养老基金是最受德
国人欢迎的投资理财方式，共有
!%,$万亿的资产。
完善的保险制度给予了德国人

稳定的生活环境，但这也要求他们
将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缴纳各
种社会保险金。在德国，就业者每月
要缴纳医疗、护理、养老和失业保
险，分别占月收入的 ()*、!*、(.*
和 -*。部分企业还会帮员工购买
额外的养老金作为额外福利。
除了法定的社会保险，个人还

可以自愿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与多
交多得、少交少得的法定养老保险
不同，商业养老保险提供了资金增
值的可能性，当然，增值与风险程度
有一定的关联性。所有无需缴纳法
定养老金的自由职业者以及有需求
的人群，都可自由选择商业养老金。
由于德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日

益严重，人口结构比例失衡，导致公
共养老资金吃紧。为避免养老体系
崩溃，德国政府鼓励民众在法定养
老金之外额外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这部分用于买保险的钱还可以免
税。这对于恐惧高税收的中产阶级
来说，是一举两得之策，深受民众欢
迎。目前，德国有 &,多家商业养老
金公司提供此类服务。

而欧洲央行 !,(&年的统计中
并没有把养老金算在内，对很多退
休德国人来说，这恰恰是他们个人
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成百姓租房住
造成德国排名垫底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房地产。欧洲央行 !,(&年
的统计中将不动产计算在家庭净资
产内，但德国恰恰是个“租房国家”。
大约有 .,*的斯洛伐克人住在自
己的房子里，西班牙为 +&*，塞浦
路斯为 00*，而德国只有 ),*的人
买了房。
为何租房在德国如此普遍？原

因很简单：租房比购房划算。以柏林
为例，市内平均房价约为每平方米

)$,,欧元，那么一套 +,平方米的
房子值 &-万欧元。而在柏林的繁华
地段，一套普通三居室的住房租金
大概每月 #,,,欧元，偏远点的地方
-,,欧元就能租到。最重要的是，德
国格外保护租房者的权益，房东不
得随意涨价，双方可以签订 $年、#,
年甚至长达 !,年的合同。合同一旦
签订，租金不会改变。如果房子出现
问题，则由房东负责出资维修。
德国人并非买不起房。以柏林

市区那套 +,平方米的房子为例，柏
林人平均年收入 )万欧元，一个普
通劳动者工作 .年的收入就足够买
下这套中等价位的住房。德国房价
最贵的地方当属慕尼黑、斯图加特
和法兰克福等城市，但这些城市的
人均年收入也相应高一些。而且现
在的房贷利率极低，大概只有 #*。
德国人也不热衷于炒房，因为

进行二手房买卖要缴纳一笔巨款。
卖家首先要缴纳相当于待售房产估

值 #*1(2$*的不动产税，房屋买卖
还要交 &2$*的交易税，假如通过买
卖获得盈利，还要再交 ($*的差价
盈利税。新购住房未满 0年转让，综
合税率更高达 $'*，所以从商业角
度上看，炒房是得不偿失的。

欧洲央行 !'($年又进行了新
的统计，这次考虑到了人寿和养老
保险，且没有把不动产计算在内，德
国的排名就前进了很多，达到了欧
洲的平均值。

看重投资安全性
统计显示，在德国人 $2&万亿

欧元总资产中，银行储蓄以 (2.)!

万亿欧元成为第二常见的投资理财
方式。而德国人对股票并不热衷，股
票资产大约只占资产总额的 -*。

统计数据显示，直接投资股票
的德国人只有 )('万，仅占全国人
口的 -*。德国储蓄银行协会的调
查显示，八成德国人认为投资安全
非常重要，在考虑理财时，高回报率
的重要性排在第十位以后。
另外，德国企业融资渠道主要

是银行系统，小企业想要得到贷款
并不难，手续也不复杂。所以通过在
证券市场上市直接融资并不是德国
企业的主要选择，这也缩小了德国
的股市规模。

民众忧患意识强
事实上，德国人通常厌恶风险。

首先，德国人从来就没有投资理财
的传统。德国是一个具有长期科学
和工业历史的国家，工业技术早在
($世纪就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
讲究“靠双手致富”的德国人看

不上股票持有者，认为他们不劳而
获，称他们是“剪联单的人”。这个充
满贬义的词汇背后隐藏着德国人对
股票和其他证券的蔑视。至于为什
么喜欢存钱？德国人会回答：“我的
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这么做的。”每月
把工资的一部分存入银行，多数德
国人觉得理所当然。
其次，战争和金融危机重创令

德国人忧患意识较强。德国处于欧
洲腹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国家
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后来发生的
两次世界大战，更使德国人有比较
强的忧患意识。
尤其是一战结束后，德国作为

战败国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在此
背景下，德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政府甚至发行过面值为
(''亿马克的钞票，一张邮票动辄
就是几十亿德国马克，德国经济彻
底崩溃。
历史上，德国人也一度“全民炒

股”。(..-年上市的德国电信被称
为“人民的股票”，掀起了全民炒股
的热情。而在此之前，德国仅有 &+'

万股民，到 !'''年股民人数超过
-''万。但到了 !''(年，互联网泡
沫破裂，股市崩盘，德国电信股价从
每股最高 ('&2$欧元跌至 !''!年 .

月底的最低点每股 +2)!欧元，数百
万德国人仓皇逃出股市，并发誓再
也不“上船”。
这两个事件重创了德国人的投

资信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的俗语用在德国人身上正合适。久
而久之，风险性投资理财在德国便
越来越乏人问津。 张晓东

荷兰人均财富
位居欧盟榜首

! ! ! !根据欧洲央行 !"#$ 年发

布的欧元区财富排名! 排在前

三位的是荷兰" 卢森堡和比利

时!其中荷兰人以人均近 #%万

欧元位居榜首! 远高于 &'%万

欧元的欧元区平均水平# 荷兰

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与德国人不同! 荷兰的自

然条件迫使荷兰人自古就有重

商的传统! 早在 #(世纪初!荷

兰人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

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

司! 并渐渐发展出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金融体系#

以&小国大业'而闻名的荷

兰! 举国文化就是 &通商和赚

钱'!荷兰人也绝不掩饰自己的

爱财之心和赚钱之道(

然而!荷兰人也喜欢存钱(

一项最新财务调查显示!)(*

的荷兰人都有自己的存款!而

$)*的人去年一年没有出现过

赤字(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存有应急款以备不时之需!平

均数额接近 $+++欧元!足以支

撑三个月的花销(

另外! 荷兰的养老金计划

参与程度非常高! 九成职工都

有累积退休金! 实际养老金发

放金额也比其他国家高! 有较

大的基金储备(

据 !+#%年的统计!荷兰拥

有的养老金总资产为 #%$(+亿

美元! 而德国是 $!++亿美元!

法国只有 #(#+亿美元!这也是

荷兰成为 &欧洲央行统计表首

富'的重要原因(

看来! 在经济不景气的当

今世界! 大家都选择了相对保

守和安全的投资方式(

欧洲负利率
并未起作用

! ! ! !欧洲央行一再降低利率!

!+#% 年 & 月甚至第一次出现

了负利率! 但德国人存钱的热

情却依然不减( 欧洲央行并非

跟储户过不去! 如此的利率政

策也是出于不得已(

自 !++)年金融风暴以来!

欧元区经济凋敝! 国家负债累

累!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央行

为了刺激经济! 降低欧元国的

借贷成本! 把主导利率降到了

零点附近! 甚至对存放央行的

资金征收惩罚性利息! 以鼓励

银行增加对企业贷款(

不过! 欧洲央行的良苦用

心迄今没有多大成效( 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政策不仅使一般商

业银行苦不堪言! 一些商业机

构也受到了影响( 德国的医疗

保险公司就因为惩罚性利率在

!+#$年损失了 #)+万欧元(

利率政策的副作用还包括

货币市场冻结! 投资者为了保

护自己的养老金而不得不存更

多的钱! 人们宁可把现金藏在

床垫下面!也不愿意存进银行!

倒贴利息( 欧洲央行所有的努

力可能最终反而使得通胀率进

一步走弱!不得不继续降息!陷

入恶性循环(

! 德国人历来厌恶风险热衷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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