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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自由的追求，是每一个人的目标。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原本

很多无忧无虑的人陷入了焦虑。说实话，居
家上班是最好的，至少有工作有工资拿，但随
着很多行业步履维艰，从业人员收入减少，怎
么办？日子还得过。由此，也激发了人们对

“睡后收入”的新认识。有学习的，有实践的，
一时之间，“睡后收入”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热
点。

“睡后收入”已经刷屏

“睡后收入”是这一年来尤其是今年比较
时髦的词。“睡前收入”是我们的工资所得，必
须主动工作才能获得，不工作就没有收入。

“睡后收入”就不一样了，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都不干，睡觉也能有收入。这个收入一般都
是银行理财、租金、一级市场投资以及知识产
权等等方面的投资。作为普通人，“睡后收
入”从何而来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很多人来说，
“睡后收入”这个词比较陌生，但是，钱生钱大
家都懂。只不过作为投资者想的是资金安全
情况下，收益还不错。实际操作中，这种资金
安全收益不错的投资单一产品肯定没有办法
满足，要么选择低风险收益又比较小的产品，
要么挑收益高风险相对较大的产品，无论收
益高低风险肯定都有。所以投资者其实应该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去解决“睡后收入”。

“睡后收入”也带来了很多商机，诸多理
财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打开电脑，记者
只要登录邮箱，就有理财班在招生。手机里
面各种培训班就更多了，有自动弹出来的，也
有关注的公众号推送的。记者曾经在4月中
旬加入了一个靠谱的公众号推荐的学习班交
了7元钱学了14天，整体感觉还可以。14天
里，从基本的复利常识，到基金定投、黄金、指
数基金、国债逆回购乃至REITs都涉及到了，
早晨有早读，晚上签到上课，课前要预习，课
后有作业，不会可以随时提问。14天课后，
还有进阶课程，进阶课程就要交学费了，还比
较贵。为了采写稿子，7月28日，记者又加入
了一个学习班，这个班4天课程免费。第一
天还是思维要转变、要学会复利等，第二天就
开始售卖课程，学基金、股票和投资是三门不
同的课程，单科就要1000多元，现在打折三
科2000多元，不接受报单科的学员……

关注的班多了，也发现了一些秘诀，很
多培训在举例子的时候，股票就用那几个，
基金也是固定几家公司的，感觉是给一些公
司站台。

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直属支行的张益璠
很关注近期出现的各种投资理财培训班。她
说，广告很诱人，90后投资几年就买车买房
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收益如此可观，那都去
投资好了，还花时间做什么培训班？他们上
的课都是一些基础常识，银行员工比他们更
专业。

浦发银行太原南内环支行的郭鹏武告诉
记者，没有哪个理财班通过一个培训就能让
你马上掌握了10万元变100万元的技巧。理
财班也是在讲一些理财知识或者是理念性的
东西，更多的是一些知识的普及。有的人学
了觉得有道理，但最后挣钱是需要落实到产
品上，怎么样去选一个合适的产品？搭建自
己的资产组合，这是最关键最需要落地的。

这些学习班，不论是看中你的学费还是
骗你的学费，至少普及了一些金融常识。

“睡后收入”从何而来

“睡后收入”折射出的是资金的时间成本
和资产的配置。“睡后收入”从哪里来呢？

首先肯定要有本金。记者了解到，除了
中老年人外，目前很多年轻人对“睡后收入”
很感兴趣。他们的起步一般都是从零钱存在
余额宝里开始。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余额宝
的利息攒攒就能加个餐，得到一点儿小幸福，
这在学生中用得很普遍。收入来源主要是家
长给的生活费和自己的一些偶尔兼职费用。
在暨南大学读研的吕梁姑娘小叶是个理财新
手，她从去年才开始接触投资理财的一些产
品。“我现在还没开始炒股，就是把一部分生

活费和家人给的钱放到余额宝和微信零钱通
里。目前还不敢贸然行动。不过存银行活期
也是存着，还不如放在余额宝里，利息还能多
一些。”

就连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们，也在一点一
滴积攒。太原姑娘小徐在日本读书，每月的房
租生活费家长打进银联卡，她把结余资金和业
余兼职的钱放在余额宝里。小徐说，“日本央
行支持维持-0.1%的政策利率，颠覆了我把钱
存银行挣利息的概念，还不如存余额宝呢。”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小耿大一时就有了
初步的投资意识：“那会儿先了解的是投资买
卖球鞋，后来隔壁宿舍同学给我普及了一些
股票和基金常识，就试着加入基金和炒股的
行列。”小耿表示，“当时父母也比较支持，给
了我一部分启动资金，再加上我自己做兼职
赚的钱就是我的资金来源。”他认为投资是风
险与收益并存的，不想一味追求高风险的投
入，目前在股票和基金上都有一些少量的投
资。“毕竟现在还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是保守
点能赚多少算多少吧。”这是小耿的观点。

理财并不单是购买某一种理财产品或是
几种这么简单。张益璠说，她更希望客户了
解各种金融产品。而她自己2018年买房首
付的50%就是通过她自己五六年坚持不懈基
金定投累积而来。平时的工作中，她很乐意
跟年轻人聊聊他们的收入，谈谈花销，帮他们

做个小规划，比如，零存整取、递增计息、基金
定投、黄金积存都是不错的选择。虽然这些
业务很花费时间，但她真心希望新生代的年
轻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好好规划资金，好
好规划人生，有计划的未来真的不一样。

收入来自学习实践

记者了解到，真正有“睡后收入”的普通
投资者，通过持续学习，在实践操作中、在盈
亏中成长是唯一的路径。

炒股炒成了股东，理财产品亏损，理财平
台爆雷，这些事件常常发生在自己和周边人
身上。因此，追求“睡后收入”要有正确的投
资意识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人笔笔投资都
挣钱，巴菲特还亏损过呢。

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上班的吕梁小伙子
小梁已经有近六年的投资经验了。他从大二
开始，受周围同学影响，也想要赚点钱。小梁
说，“刚开始啥都不懂，总是亏损，后来就买相
关的书籍、上网搜索视频、课程，学点基本的
理财知识。”小梁在股市、基金和保险上都有
投入。“我的原始资本就是每月工资剩余的部
分，再加上之前攒的一些生活费，多的时候就
买一些稳健性基金，少的话就放余额宝。”对
于投资风险，小梁也有良好的心态，“投资是
一定有风险的，要学会专业的投资理财知识，
亏了别太在意，及时止损或者根据专业能力

进行补仓降成本就行。”
张益璠说，疫情之下，确实出现了很多始

料未及的问题，80、90甚至00后，靠信用卡透
支来维持生计的大有人在。如同生病了才想
到买保险一个道理，投资理财绝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也不是急功就能近利的法宝。

郭鹏武认为，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
里。业内有一个资产配置的理论，会把家庭
总资产按照不同的比例来分配。一部分常
用资金放在宝宝类产品或者银行的天天盈
类的产品，一部分资金用于一些重疾类保险
或者以小博大的保障类产品配置，一部分是
做投资钱生钱的资金，可以做股票、基金、黄
金和一些古玩。其余是保本升值的钱，就是
银行理财相对稳健类的产品为主。目前银
行客户大部分都是通过配置一些基金来实
现钱生钱和保本升值，还起到了一定的分散
风险的作用。

兴业银行晋阳街支行的陈佳怡说，如果
想躺着也挣钱的话，一定得介入到股权债券
投资。债权投资就是借钱，到期人家还你本
金和利息。股权投资就是一起参与到一个
成长运作投资项目发展中，得到比较高的回
报，这个回报不确定的风险也会比较大。如
果要有“睡后收入”必须要有股权债权投资，
没有哪个人实现财务自由，不投资股权债权
产品的。

你有“睡后收入”吗？

最近，股市和黄金行情都不错，记者的
一个90后朋友小应兴奋地告诉我：“我每个
月定投的黄金，已经到了 1 克 400 多元。
2017年买的时候，是270元。黄金定投是赚
了。”

小应不但各种羊毛薅的好，而且，对“睡
后收入”的追求和实际操作都不错。

未雨绸缪的90后

作为独生子女，未婚的小应对自己以后
的生活非常清晰：父母年纪大了后，肯定要
住在一起。即便父母都有退休金和医保，自
己积攒充足的资金也是必须的。

小应说，年轻的时候最重要的投资理财
就是安排你的人力资本，你的时间应该用在
什么方面。20 多岁时就要明白如何使你的
知识在结构上和内容上最大化提升，到了
30 岁左右走入职场，需要把所学转化为生
产力，转化为人力资本。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逐渐衰老，你的人力资本开始加速折旧。
这个时候就需要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
金融资本，直至自己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了，即使是睡觉的时候，你的钱依然可以源
源不断地为你赚钱，保证可以乐享晚年。这
样的人生不知道算不算幸福，但至少不会在
金钱方面受到牵制。

如何保证自己的钱时时都在赚钱呢？
小应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习。
他在投资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股票上吃

过亏，主要就是不懂财务知识，不会看上市
公司的报表，买的两只股票间接爆雷，连续
两年亏损被戴了 ST 的帽子。小应痛定思
痛，学文学的他努力学习财务知识，研究财
务报表，只要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是会计师事
务所认可的真实报表，就能看出企业运转是
否正常。

年轻，爱学习，还未雨绸缪做投资，就是
现在一大波青年人的现状。

投资需循序渐进

小应把自己的钱做了资产配置。
目前他在太原的房子有贷款但是不用

他还房贷，自己的工资就处于一直运转状
态。每月的日常支出用信用卡，工资做了短
期现金理财。到了账单日用理财资金还信
用卡。因为不同银行信用卡有不同的优惠，
小应有好几个银行的信用卡，日常支出几乎
没有原价付过款，积攒下来也是笔钱呢，做
到了运动中资金增值。

小应还给自己和父母买了保险。他告
诉记者，独生子女风险太大，我给自己买了
保险，包括重疾险和意外险，主要侧重在人
身保障上。父母 50 多岁了，以后身体会每
况愈下，除了督促他们锻炼，我们还买了保
险，侧重在重疾、住院治疗等方面，意外险也
有，比较全。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有啥情况，
生活不至于突然变得困顿。老家小城市的
人买保险意识不强，邻居和同学家都有一个
人出了意外一家子天塌了的，真是叫天天不
应，大家帮助也是有限的，所以保险必须
买。而且保险费用随着岁数增加越来越贵，
趁年轻买还便宜。

有了基础的保障后，小应说理财非常容
易操作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现在银行的
现金类的理财产品，都是一万元起售，他会
把平时零散的钱积攒起来一起买银行现金
类的理财产品，也买入货币型的基金。只是
现在货币基金的收益太低了。等到需要消
费或者用钱的时候，再赎回。一般1万元以
下都是实时到账的，流动性非常好。第二个
就是炒股的账户签约券商提供的现金类理
财产品，简单说就是白天炒股晚上理财。这

个产品也挺好，也是收益太低。第三个就是
比券商理财收益略高的国债逆回购。每到
节假日，甚至是每天，他都会把账户内没有
投资的钱配置成国债逆回购。即便是节假
日，闲余资金也获得了远高于活期储蓄的收
益。

小应上面的几种投资，主要是有保障的
低风险投资。年轻人，激进型的投资难免不
了，肯定要一试身手。

股海里面呛了水

做投资，买股票不赔本是不可能的。
小应的两只股票被 ST 后，他经过学习

财务知识明白了这两只股票咋的回事儿。
一只股票频繁并购重组，商誉占资产已经接
近 100%，董事长不断减持自己手里质押的
股票，而且他质押给证券公司的股票也触及
到了强制平仓的警戒线。小应一直拿着股
票，总有一丝希望，还是被套住了，小应选择
了割肉出售。另一只股票是上市公司账面
上有流动资金，还用流动资金买了银行理财
产品，同时又向市场定向增发股票。让人怀
疑他有很高的负债，又有很高的银行存款。

公司还戴着高科技的帽子。结果到公司出
年报的时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报
表无法给出意见。突然间年报出来以后大
幅亏损，小应损失不小。

1992年出生的小秦则是买了e租宝，做
了 P2P 网贷遭遇暴雷。当时小秦刚大学毕
业，家里给了钱要在太原买房子，小秦经不
住忽悠买了10万块钱e租宝P2P理财产品，
暴雷了，钱没有追回来，房子也没买成。之
后太原的房价也涨了不少。小秦赔了钱又
错过了最佳的买房时机。因为一个小错误，
让自己的大事情受到牵扯，人生的进展比如
结婚都受到影响，沮丧不已。

同样 1992 年出生的小于刚毕业时在证
券公司工作，听信了一些所谓的内幕消息，
持有了一只股票，一年多不断加仓。股票是
暴涨暴跌最后成为 ST，最后黯然摘牌退
市。小于在这一只股票上就亏了 100 多万
元，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很长一段时间都很
低迷。后来从公司离职，心里面很受伤，告
诫自己再不碰股票了。现在他做了一个以
财经类内容为主的自媒体。

学游泳都要先呛几口水，学习理财投资
也是这样，从不懂到懂，赚赔也是从迷糊到
清醒，知道是运气还是水平。“睡后收入”说
起来容易，操作不易，一步一个坑，几步一个
雷，要想真的让资金不闲置，白天黑夜给你
钱生钱，确实是一件集财力、智力、毅力、能
力乃至运气的事情。

90后年轻人的“睡后收入”实操

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直属支行工作人员为客户讲解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直属支行工作人员为客户讲解““睡后收入睡后收入””从哪里起步从哪里起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昕昕 摄摄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90后乃至00后已经
进入了投资理财的年纪，但是和中年人更喜
欢与银行理财经理探讨，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不同，这拨年轻人更喜欢自己学习。

记者常常在银行采访，注意到除了办理
最初的必须本人到场照相、录像等手续的年
轻人外，营业大厅看到的年轻人并不太多。
浦发银行太原南内环支行的郭鹏武表示，银
行里接触的年轻人相对会少一点，这也是银
行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客户年龄偏
大。年轻人更喜欢互联网式的产品，前段时
间蚂蚁金融出了一个数据，买他们基金的90
后占比非常高。也就是说，年轻人更喜欢互
联网产品销售渠道。线上理财这种培训班
也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和年龄偏大的
客户相比，年轻人理财的理念或者说观念上
更容易接受，也更愿意大胆尝试。

兴业银行太原晋阳街支行的陈佳怡说，
日常接触到的年轻人有理财观念的不多。
晋阳街支行周边科创园、文创区、高新区还
有不少孵化基地，员工大多数都是90后和00
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月光族，没有攒钱的能
力。平常搞活动或者年轻人来做业务，银行
员工会和他们说你要做一些理财，他们说攒
不下钱。这类型的客户现在还达不到做理
财的阶段，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去挣钱去存
钱。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们好像衣食无忧，对
理财投资没有太多的考虑，你跟他提这些，
他觉得好像很遥远，也不会静下心来听投资
建议，好像不是很关心财产的保值增值，所
以银行平时做宣传普及的时候，几乎没有年
轻人来听。但是需要的时候，都是刷着手机
看着上面的知识点和银行员工交流。

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直属支行的张益
璠说，很多人现在听的这种理财课程，我觉
得他挣的是教书育人培训的钱，不是投资的
钱。他只是告诉更多的普通人应该学一些
金融学的基本常识而已，本身不一定对投资
很擅长。如果真的是非常擅长投资、方向很
准的话，直接自己就去做了，不需要再挣当
老师的辛苦钱。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年轻的高薪阶层人士，有投资理财实力的人
群，基本上也不会到银行网点里来做业务。
现在信息都发达，想学习什么网上都有，在
自己手机或者网上操作就行，几乎不需要银
行理财经理的建议。

不过，记者个人认为，银行理财经理要
经过数不清的培训，要及时学习充电，要考
各种证书，而且几乎都是经济学、金融学、会
计学等专业出身，无论是专业素养，还是对
各种信息的及时掌握，怎么都比某些各种视
频里面口若悬河的“老师”强，这些“老师”讲
到最后，不是推销保险就是销售基金，让人
觉得别扭，前期学习的愉悦也被“割韭菜”的
沮丧覆盖了。

通过自学，

90后更喜欢“线上理财”

在采访“睡后收入”的过程中，记者发现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同学，普遍对“睡后收
入”这个词还不太习惯。需要进一步解释
后，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投资理财呗。”但是
更多的人则表示“还着房贷、车贷没钱”或者

“孩子在国外读书，工薪阶级量入为出，没有
闲钱投资挣睡后收入”……

仔细分一下类，目前投资理财的多是40
岁以上的人，这个年纪孩子长大了，房贷最
苦的时候过去了，负担轻一点儿，慢慢有了
积蓄，才会主动用一小笔钱做投资理财。除
了金融行业的业内人士，好像35岁以下的年
轻人做理财的都比较少，其实他们才是最该

规划自己资金的群体，有自己的工资，“月
光”了有父母的赞助，孩子有父母帮着带，不
管是不是变相“啃老”，他们过得最舒服。反
而岁数较大的人群，是比较辛苦的。50多岁
以上的人，挣钱的能力越来越差，身体也日
渐走向衰老；退休后领的养老金比在职时要
低不少；为了孩子结婚买房办婚礼，以前攒
的家底也没几个富裕的人，对“睡后收入”最
为迫切。他们风险承受能力还比较差，投资
理财等金融知识了解不够多不够深，也就是
大额存单、国债和理财的水平，省吃俭用积
攒的钱想得到高一些的收益，但由于种种原
因，一不小心还会被骗。

“睡后收入”这个词的出现，最直接的效
果就是无论怎么挣钱、如何能挣钱，要有“睡
后收入”就面临着规划自己的资金，事实上

也是在检视自己的生活，挣了多少钱，有多
少是刚性支出，有哪些是瞎花的钱，最后还
能剩下多少去钱生钱。不少人算下来发现
自己每个月没有余钱，钱生钱的本钱都没
有。还有的人突然发现，虽然每天有吃有
喝，可以逛街可以网购，偶尔也能潇洒一把，
但是挣钱的路子只有一条，花钱的地方每天
睁开眼就到处都有账单，生活根本经不起一
点点的波折，瞬间感觉光鲜的外衣下是脆弱
的日子，更属于隐形的贫困。

“睡后收入”刺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所
有普通大众。谁都想过好的生活，好日子是
奋斗来的，好不容易挣的钱也不能瞎花，开
源和节流缺一不可，金融知识的学习必须随
时进行。于是，记者采访过的人，网上找手
账本记账的、搜索省钱秘笈的、报理财小白
班学习的都有，大家热热闹闹做起了准备工
作，期待能有属于自己的“睡后收入”。

哪怕最后没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学习了
金融知识。

“睡后收入”刺激了谁？

金融机构云集的太原市府西街。
本报记者 王 昕 摄

视 点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首席记者 崔
晓农 实习生 达洁玉采写）

观 点

亮 点

焦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