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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个故事：
在某个鸡尾酒会上，张先生从口袋里掏出

一张千元大钞，向所有的来宾宣布：他要将这张
千元大钞进行竞拍，出价最高的人只要付给张
先生他所开的价码即可获得这张千元大钞，但
出价第二高的人，虽无法获得千元大钞，仍需将
他所开的价码如数付给张先生。

这个别开生面的“以钱买钱”的拍卖会，立
刻吸引了大家的兴趣。开始时，“100元”、“150
元”、“200元”的竞偿声此起彼落，但最后只剩
下王先生和林先生在那里相持不下。

当王先生喊出“950 元”时，林先生似乎不
假思索地脱口而出：“1050元！”结果，王先生付
出“2050 元”，买到那张“1000 元”钞票，而林先
生则平白付出了“1050元”。两人“平分秋色”，
各损失的“1050元”都纳入了张先生的荷包。

这个游戏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苏必克发明
的，想拍卖钱的人几乎屡试不爽地从拍卖会
里“赚到钱”。它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投资陷
阱”，参与竞价的林先生和王先生在这个“陷
阱”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都付出了痛
苦的代价。

千元大钞就是一个明显的诱饵。开始时，
大家都想以廉价而容易的方式去赢得它，就不
断地互相竞价。当进行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出
价相当高时，他们都已投资了相当多，只有再增
加投资以期挣脱困境。当出价等于“奖金”时，
竞争者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发现自己的“愚
蠢”，但已身不由己。当出价高过奖金时，不管
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损失者”，不过，为了挽回
面子或处罚对方，他不惜“牺牲”地再抬高价码，
好让“对手损失得更惨重”。

事实上，投资道上的大小“陷阱”多少也与
此类似。

在现实的投资理财过程中，很多投资者也
经常会犯同样的错误。近几年，理财市场以超
常规速度发展的同时，理财也正成为一种全民
运动。不过，正是在这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很
多人会发现投入了时间、投入了精力、投入了金
钱，却总是不得要领。

有学者曾对参加“千元大钞拍卖游戏”的人
加以分析，结果发现掉入“陷阱”的人通常有一
个动机明显的经济机动——渴望赢得那张千元
大钞、想赢回他的损失、想避免更多的损失。有
时候，明明面对的是一个波动剧烈的市场，甚至
是赚钱无望的投资，却仍旧要照样往里面跳。
而这是我们在进行投资理财时的大忌，更是我
们需要走出的理财误区。

走出理财误区，就需要摆脱常见的思维桎
梏。因为一旦思维走入误区，必将导致行动上
的失败。任何投资行为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投
资者只有在了解自己、了解市场的基础上做出
适合自己的投资决策，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
现。任何盲目听从他人意见或“随大流”的行
为，非但不能降低投资风险，反而容易给自己的
投资带来更大的损失。

投资有很多“目标”，如何避免蹈入这类
“陷阱”，也是一门不小的学问。在此的建议
是：

首先要确立你投入的极限及预先的约定：
譬如投资多少钱或多少时间？其次要提醒自己
继续投入的代价。最后是要保持警觉。只有在
每一次投资前都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才能最大
程度地避免投资失误。 来从严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银行跨行取款手续费上调的新闻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事实上，银行手续费之争由来已久，而根本原因在于各种各样应接不暇的费用。持卡收年费，存钱

少了收小额账户费，电话银行收费，挂失收费……如今，就连我们跨行取一下自己账户中的钱，费用就
被从卡中自动扣除了。而且一大堆不可以合并的银行卡加在一起，不仅管理起来不方便，每年还会被
银行划走不少的费用。

据报道，自2003年6月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后，2003年10月以来，银行的
收费项目已猛增了几十项。而此前，储户在办理银行卡开户、挂失、换卡及跨行取款等业务时都是免费
的。有专家分析，根据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可以收费的项目达100多项，尚未收费的项目还有几十项。

现阶段，国人要想“养”一张普通银行卡所花的基本费用是多少呢？
以某国有商业银行借记卡为例：年费10元；工本费5元；本地跨行取款交易2元/笔；跨省异地取现，

按取款金额收1%手续费，最低1元，跨行再加收2元/笔；跨行异地存款，收0.5%手续费，最低1元，上限
100元；卡挂失，10元；卡补办，5元；小额账户管理费，不足300元每季收3元等。假设持卡人一年中使
用上述所有服务各1次，而跨行存取款金额以100元计，那么，该持卡人“养”卡花销约48元/年。

从过去的全部免费，到如今已是各项业务收费全面开花，持卡人已经开始步入“养”卡时代。
来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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