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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公积金新政好心没办好事
日前，北京市出台了住房公积金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政策，希望

用对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与两限房的家庭开放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的
方式来刺激消费。３月30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质疑了这一新
政的合理性。任志强反问：“为什么不能对首次购买商品房或改善型
住房需求的家庭也允许用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呢？”任志强认为，

“以救市为名，由非产权人的自作主张而形成的差别待遇，不但形成
了社会新的不公平和金融风险，同时也在为少数人服务中影响和损
害了绝大多数民众和私有产权所有者的利益。既不利于拉动消费，
也用政策干预的强制性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性。”据《每日经济新闻》

谢亚龙：当选中体产业董事长
在中国男足屡屡饮恨各个竞技赛场后，前中国足协掌门人谢

亚龙再传出要任上市公司中体产业董事长的消息。3月30日，在北
京市人民政府宽沟招待所第一会议室，中体产业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选举谢亚龙为公司董事的议案。随后公司召开了审议高管变更的董
事会，公司前董事长王俊生因退休卸任，谢亚龙顺利当选董事长。由
此，中国足坛最受争议人物开始玩起了资本。与谢亚龙入主引起的轰
动相比，中体产业本身的经营或许可以用平稳形容。这家以体育产业
概念上市的公司，目前收入的60%以上来自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收入，
而仅有6%左右来自体育赛事收入和健身服务收入。 据《证券日报》

河南千万富翁1万至2万人
《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到2008年

末，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有约 30万人的规模，
而这里所说的高净值人群就是指个人可投资
资产在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其中，共有 5
个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 2万，分别为广
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而广东省的高净
值人士数量又最多，达到 4.6万人，占到内地
市场的 15%。有 6个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
处于 1万～2万人，分别为山东、辽宁、河北、福
建、四川、河南；其余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少
于1万人。

同时，在这些高净值人群中，有些人的可
投资资产是以亿来计，他们被尊称为“超高净
值人群”。报告称，2008年超高净值人群也已
接近1万人。

就私人财富而言，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共
持有 8.8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其中，超高

净值人群的个人财富总量达到 1.4万亿，在高
净值人群内部财富中占比达到 16%。据称，预
计到 2009年底，高净值人群将达 32万人，同比
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

富豪投资趋于谨慎
富豪一定喜欢冒险吗？与市场的普遍猜

想不同，国内富豪们在2009年储蓄现金和股票
权益类两大流动性最高的投资占比排在前两
位，而另类投资的占比非常低。其中，储蓄和
现金在整个资产组合中的占比超过了20%。“恐
怕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富豪会像中国内地
富豪这样，在资产组合中持有大量的现金和储
蓄。”贝恩公司合伙人、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业主
席庄瑞豪在北京对媒体表示，高流动性投资是
国内富豪的投资重点。

调查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对个人可投资

资产的风险偏好以中等风险和保守居多(约占
受访人群的 80%)。这一群体风险偏好受金融
环境变化的影响显著，在目前特殊的经济环境
下，他们对市场的风险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
更深刻的考虑，投资更加谨慎,45%到 55%的中
低风险投资者会更趋于保守。他们纷纷转投
低风险性、高流动性的投资，甚至撤资变现。
与此同时，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高净值人群
显现出更强烈的多元化投资的意愿。将近八
成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表
示会进一步将投资组合调整得更加多元化。
而对于2009年市场，多数投资者仍然保持观望
态度，且青睐于流动性高、收益率好于存款利
率的固定收益产品。

《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调查显示，股
票、现金储蓄和房地产位居投资比重三甲。对
于 2009年市场，多数投资者保持观望态度，股
票投资比重有所下降。

报告出炉收集700份有效样本
据悉，被访问的这些有钱人遍及全国近

30 个主要城市，覆盖了长三角、珠三角、华
北、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等所有重要的经济区
域，收集了近 700 份有效调研样本，被访者
包括行业专家、招行客户经理、外资银行及
中资银行客户经理、私人银行客户以及潜在
客户等 ,并且，整个访问都是采取面对面深
访和问卷形式进行的。这次调研对象非比
寻常，都是手中掌握着大笔财富的有钱人，
他们每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都在1000万元
人民币以上。

可投资资产包括个人持有的下列资产类
别：现金，存款，股票（指上市公司流动股和非
流通股），基金，债券，银行理财产品，保险（寿
险），投资性房产，离岸资金及其他（如期货、黄
金等）；不包括未上市企业股权，自住用房产，
耐用消费品，艺术收藏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