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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上午，市民王先生来到中信银行，
认购了一期67天的短期理财产品。而在上个
月，他刚刚认购了另一期期限只有21天的超短
期理财产品。记者获知，目前省会各家银行推
出的理财产品，产品期限越来越趋向短期。

近几个月来，短期保本理财产品一直受
到投资者的追捧，经常发生刚发售就被抢购
一空的情况。记者统计省会各家银行理财
产品发售情况获知，目前省会多家银行均在
密集推出短期的理财产品。交通银行推出
海蓝系列短期理财产品，产品期限从 1个月
到 6 个月不等，而产品收益也在 1.8%到
2.2%之间浮动。浦发银行刚刚结束发行的
T 计划产品，期限在 80 天左右，收益率在
2.6%左右。中信银行近期也推出了多款理
财快车短期理财产品。

记者了解到，除了短期理财产品外，目
前，工行、招行、交行等均相继发行了超短期
产品。如工行的“灵通快线”固定期限超短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招行继年前发行了“日
日金”超短期保本产品后，日前还推出了其
升级版“日日盈”。相比一般短期产品 3至 6
个月的周期，超短期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期限
更短，一般在 1至 14天，产品保证本金但收
益浮动。产品的收益率相比活期利率高出
1％左右，比同期限的通知存款也要高 0.1％
至 0.5％左右。理财专家认为，这种超短期
理财产品由于具有流动性极佳的特点，可随
时取现，收益也较同期限存款更具吸引力，
因此投资者通过购买此类产品可以实现有
效的现金管理，盘活手中的闲置资金。

超短期理财产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介

于活期存款和货币基金之间。目前大多数货
币型基金的赎回为T+2日，流动性略差。因
此超短期现金管理类产品可看作是同期限通
知存款的替代品，其收益率也相对略高，超额
收益在0.1％至0.5％左右。

理财专家认为，虽然目前短期理财产品
大行其道，但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适合选购
这类产品。对于手里有闲钱的投资者来说，
与其把钱放在银行获得活期利息，不如购买
短期理财产品，待市况明朗之后再择机入
市。然而，对于中长期没有投资打算的普通
市民而言，则更应该考虑银行的定期（如一年
期）存款比较划算，或者选择中长期的保本理
财产品，而不要一味求短。

危机之下的坚守
前一阶段，有一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特别是在所有人张口闭口都在谈论金融危机
的时刻，即便是事隔几个月后，我的脑海中仍然会
时不时地浮现电影中的镜头。这部电影就是由著
名喜剧演员范伟主演的《即日启程》。在这部电影
中，由范伟扮演的老夏事事倒霉，一个个坏消息都
冲他来了。但最后，执着于坚守的老夏却收获了
爱情，收获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其实，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在这轮金融危机
中，很多人的遭遇甚至还不如老夏。“感觉自己
现在真的是危机重重，有时想想好像还不如老
夏，起码电影中的老夏最后还收获了爱情！”一
位看过电影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世界经济周期发展规律中，每隔数年，便
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2006年春季，当我们还
有些玩味式地谈论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时，
没想到这只蝴蝶扇动起的飓风不断蔓延……在
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
金融市场，更在2008年9月下旬，引发全球性的
金融风暴。原以为和我们无甚关系的次贷危
机，现在真真切切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更让我
们领略到了“经济寒冬”里的严寒。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全球几十亿人
的生活，使很多人失去了辛苦奋斗得来的财富，
同时也伤害了人们的情感，对职业道德的怀疑
和对人生竞争的看法则是由这次经济危机引发
的更大的思想危机。

危机就是人们不希望出现和发生的事情出
现了、发生了。有一句格言：“风险社会，时代的
本质特征。”这不仅是社会学，所有的领域包括
国家都需要清晰地认识这一点。也有人说，有
危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老子
留下的箴言：危机中还留有机会。经济危机带
来了一部分家庭的财务危机，在家庭资产亏损
的情况下，更要严格遵守投资纪律，其一要控制
风险，其二要调整投资心理。“72定律”告诉我
们，年投资回报率7.2%，十年就可以翻本。

对于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说，在配置上，由于
投资品种的单一和中国人的投资习惯使得家庭
投资大多集中在银行存款、股市、基金和房地产
方面。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股
市、楼市、基市低迷使得许多家庭资产严重缩
水。而经济危机同样使中国家庭的潜在危险加
重，比如债务风险。金融危机下的就业趋势持
续严峻，也会造成一些家庭成员的职业变化，收
支不平，入不敷出，形成债务风险。对于损失不
大的家庭投资者来说，此刻做好资产配置刻不
容缓，经济危机以它的破坏力提醒着我们分散
投资，合理配置资产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强调，人生就是一个投资理财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社会经验。让自己学会更
好地“活在当下”，但同时也要牢记，“没有危机
感才是最大的危机”。 来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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