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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舟山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0%，环比下降0.1%。1~10月舟

山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CPI(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呈现上涨趋势，且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7个百分

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应对这一

趋势，我市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正相

应调整。金融投资业内人士认为，

家庭资产结构也应适时作出调整。

面对CPI上行的压力，一些普通家庭在“节流”之

外，希望能够“开源”，也就是找到合适的投资途径。

“目前来看，投资基本在于房产、实业、资本市

场这三个方向。而相对于房产、实业的高门槛来

说，资本市场比较适合普通家庭投资。”浙商证券

舟山营业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如今的经济

形势分析，资本市场这一投资渠道的资金灵活性，

超过房产和实业，而操作难度也相应较低。

金融投资在我市普通家庭中已不鲜见，尤其

是年轻一代，购买股票、基金的很多。但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金融投资群体中，真正能够经历市场动

荡而屹立不倒、收获颇丰的人还是少数。就此，记

者咨询该负责人，金融投资是否真正适合普通家

庭的投资者？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下普通家庭投资者在金

融市场的投资行为上仍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希望

把股票的操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是过度寄

望于资产的迅速增值。

他分析，从当前国内资本市场运行态势来看，

大盘仍有上升趋势，但对许多股民而言，钱只是不

断地变成某只股票，经历短暂的持有后，盈利十数

个点就抛出。这种习惯也带到了基金投资上，由于

基金的仓位限制，往往在高位需要抛出避险。所以

在交易行为上，很多投资人也把基金当作稳健的

股票，不断“高抛低吸”，赚取交易差价。

“这不是真正的资产配置，只是短线的博弈与

投机，殊不知，高昂的手续费以及时间的浪费正

在消耗掉一轮不错的行情。这些误区往往导致收

益不稳定，经常会有股票、基金被套牢，也正是这

种不确定性让普通家庭投资者望而生畏。”该负

责人说。

该负责人认为，面对金融市场，缺乏投资经验

的普通家庭投资者更应该多一点耐心，可以将基

金视作一项优质的资产，长期持有。就像购买理财

产品一样，少一些交易，多一份等待。

近年的趋势是，房产的投资属性有所降低，投

资实业不仅需要花费精力和资本，同样面临市场

的不确定性。“就目前形势来看，我个人认为，家庭

投资有必要逐步从实物资产转变为金融资产，这

样不仅让资产有一定的保值增值空间，更重要的

是资产变现、资金回笼都比较方便。”

家庭消费结构调整，实物资产转换金融资产……

上涨态势下的家庭理财还能做哪些？
□记者 俞浙前

上周末的早晨，家住定海白泉的海勇（化名）上

街为家人买早餐。这是他近两个月来的新习惯。开着

电动自行车在街上转一圈，采购早点以及可以吃两

天的菜肴。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周末早起的习惯，家

人的餐饮一般靠外卖解决。

说起这个习惯的改变，海勇表示，这是自家“厉

行节约”的实际措施。其实，说“厉行节约”倒是有些

夸张，只不过，的确想能省点钱下来。

“我这样出门一趟跟以前相比，还是能省不少。”

他说，“比如以前早点外卖中的打包费、外送费，一单

就要七八元。之前并不在意，而现在，打开手机订餐

时看着就触目惊心了。”

一家三口的早餐要多少钱？海勇算过一笔细账。

9月以来，常吃的大饼油条、包子豆浆等，价格的上涨

幅度都在5角到1元之间。看似数额不大，其实涨幅不

小。一个大饼从1.5元上涨到2元，涨价幅度在30%以

上。一家人的早餐价格，已经从原来的十多元，变成

了如今的二三十元。“只是最简单的早餐，没有特别

高档的种类。现在20元在早餐店已经不够买3个肉粽

了。”海勇说。

一位早餐店主证实，早点价格在8月份就已经上

调。店内的价格牌虽并没有重新做，但用红纸打印了

新价格贴在原来的标价上。记者发现，没有调价的早

餐店寥寥无几。附近一家连锁包子点心店铺的店主

表示，7月起，按照总部的指令上调了包点的价格，单

品涨价幅度在5角到1元之间。

“我们也是因为原料价格上涨才不得不调价。”

部分店主称，按照原来的价格已经做了两三年，这

一次的涨价，顾客也颇有微词，“但是早餐总得吃

的，涨价一两元顾客也能承受，所以日常客流并不

见下降。”

早餐价格调整对客流影响不大，但快餐店的客

流缩减相对明显。一位快餐经营者告诉记者，近几个

月买菜备货的开支明显增加，为此不得不提高部分

菜品价格。“特别的肉类菜肴价格上升了约两成。”他

说，这个措施并未能带来相应收益，“顾客会少吃肉，

多点鱼和蔬菜。”而涨价带来的客流量减少10%左右，

这在他的备货数量上可以大致看出。

小餐饮店连着最基础的民生消费，这里的客流

变化，最能折射出市民们“掏口袋”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舟山调查队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10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缩小

1.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1.57个百分点。主要食

品类价格“五涨一降”，鲜果类价格上涨15.1%、畜肉

类价格上涨14.3%、水产品类价格上涨8.2%、蛋类价

格上涨7.5%、粮食类价格上涨2.3%；鲜菜类价格下

降5.3%。其中猪肉价格上涨26.9%，影响CPI上涨约

0.31个百分点。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 CPI同比低开高走，环比

呈 W形震荡，构成居民消费价格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六涨二降”。其中，交通通信及食品烟

酒类价格上涨是拉升总指数的主要因素，交通通

信类价格涨幅最大，主要是由于汽、柴油价格持

续高位运行。

一系列数据表明，普通家庭开支增大不仅体现

在餐饮上。综合相关调查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舟山

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129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5.4%。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151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6.0%。

“如何开源节流”已成为一些家庭重视的问题。

家住普陀东港的林先生在勾山上班，最近开始

驾驶电动自行车上下班，这样一个月可以省下四五

百油费。他现年36岁，和妻子都是企业的普通员工，

两人月收入加起来1万余元。“这几年收入还算稳定，

略有上涨。”他告诉记者，随着孩子长大，家庭开销正

逐年增加。

“我们现在没有房贷，两家老人也都有固定收

入，所以经济压力不算太大。但面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还是需要早作打算。”林先生所说的“不确定

性”，是指孩子的教育费用。目前他的孩子尚处于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里除了伙食、服装和晚托，基本没

有其他费用。但林先生希望孩子的综合素质能得到

提升，因此增加了一部分的课外培训费用。

他为儿子选择了钢琴培训和羽毛球训练科目，

每月的培训费用在1000元以上，大约占了家庭收入

的一成。家庭开支主要还在吃穿等必需品上，“节假

日偶尔也要出去走走，感觉不仅出行费用在增加，外

面吃喝的开销也很大。我家每月基本没有结余的钱，

为将来考虑，还是得存点钱。”

林先生认为，未来家庭教育开支的比重有可能会

大幅增加，同时还要应付各种突发事情及自身的培训

提升，这部分的资金，还需要未雨绸缪，所以有时候，

只能减少一些社交、旅行活动，以期望能存下点钱来。

记者了解到，主动减少社交支出等非必要性开

支，缩减餐饮服装等开支，已成为年轻群体消费结构

调整的重点。近期有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年轻

人每月基于社交需要的开支占总开支30%以下。

“前两年约朋友去K歌或是酒吧还是很普遍的，但

现在基本不去了。”新城某企业员工胡女士告诉记

者，一方面，随着年龄渐增，以往能一起出来玩的朋

友现在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忙，另一方面，也有节省开

支的想法。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8大类消费支出统计显示，人

均食品烟酒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生活用品及

服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

保健支出、其他用品和服务支出分别增长 6.3%、

5.0%、6.5%、5.8%、6.9%、5.3%、4.8%、5.3%。

相较于其他项目，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增长并

不明显。而在2021年的全年统计中，这一项目的增幅

为20.3%，在8大类中占首位。

“现在有空闲也会和少数朋友相约，但约奶茶或

是甜点比较多，一次消费一般在几十元。或者是约在

家里做西点、喝下午茶，愉快地聊上几个小时也不花

费多少钱。”胡女士说。

由此看来，社交依然是年轻人消费需求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如今一些年轻人更愿意将社交回归社

交本身。低消费的社交模式，也有利于让他们交往到

具有精神共鸣的好友。

消费结构调整，有必要未雨绸缪

普通家庭更看重节流
家庭资产需要寻找合适的投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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