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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独特现象。伴随着这一排队现象的，

是基金募集规模的迭创新高。但是，在股票基金屡现“疯狂

”的同时，对投资者教育的漠视，也着实让人担忧。 股市行

情催热股票基金 当前受到投资者追捧的，主要还是投资于股

票方向的基金。之所以如此，与股市的火热密切相关。 统计

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上证指数(行情 资讯)上涨19.01%，沪

深300指数上涨36.29%，深圳综指上涨49.98%。“虽然2006年

单边上扬的行情在2007年已经发生变化，但无疑，目前牛市

是大家公认的。而震荡上扬的行情，更增强了基金作为专家

理财产品对于个体投资者的吸引力。”华西证券上海总部注

册分析师陈群说。 受股市行情影响，今年以来，股票方向基

金的销售一次比一次“疯狂”。2月26日，建信优化配置基金

发行，仅用了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就紧急叫停，不少营业场

所不到1小时就将配额销售一空。3月5日，基金信达澳银领先

成长发行，不到一天时间就募集了83.34亿份。而紧随其后发

行的汇添富成长焦点、中海能源策略都在发行首日就因认购

踊跃而提前完成发售，在很多地方，上述两只基金竟然在3分

钟内被抢购一空。 投资“路窄”逼出无奈“基民” 然而，当

“基民”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位“基民”告诉记者，

自己是特地把前一天刚刚存在银行的钱取出来买基金的。“

放在银行，利息本来就不高，还要扣利息税，太不合算。”

他说。 在居民财富增长的同时，投资渠道的狭窄现状无疑束



缚居民希冀财富增值的需求。银河证券上海总部专家任承德

认为，尽管近年来投资渠道已经大为改观，但是，相对于居

民的理财需求来说，投资渠道仍然不够宽阔。随着国内居民

理财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他们对财富增值的要求会越来越强

劲。 长期以来，国内投资渠道的狭窄，让老百姓除了银行存

款别无选择。因此，只要出现投资机会，资金总会蜂拥而上

。从购买国债到购买股票；从黄金投资到房地产投资⋯⋯都

出现过热潮涌动。 渤海证券基金分析师郭鹏认为，基金作为

一种理财工具，能得到投资者的认可，说明百姓的理财观念

开始有了转变。“选择利用专业的基金公司进行理财，总体

来讲，应该是一个虽然无奈但却不失理性的投资选择。”郭

鹏说。 投资者教育不足后的盲动 但是，这种理性投资选择的

背后，又有多少盲动？记者的发现让人不无担忧：在当前的

“基金热”中，不少投资者根本不知“基金为何物”，有的

投资者甚至把在银行购买基金，看成是有银行作担保。而“

基民”的构成中，更不乏风险承受力极低的老年投资者。相

关机构在具体的投资者教育方面，则显得被动而零碎。 据建

行上海普陀支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下半年，购买基金的

主要还是中青年人，他们多在开户后直接办理网上银行，从

网上购买基金。然而从去年底开始，一直对国债“情有独钟

”的中老年人也开始加入“基民”队伍，他们开户后有什么

基金就买什么基金，把基金当成了“储蓄”，甚至当成“国

债”来买，对基金的风险却基本没什么概念。 此番汹涌而来

的“基金热”中，更有人将房子或轿车典当或抵押给银行贷

款购买基金。而作为“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年人，有些

甚至将买断退休的工资全部投进基金了。 交通银行理财师马



晓昕提醒说，股票型基金收益与股市行情密切相关，基金同

样存在风险，不可能只涨不跌。“在基金热销的同时，千万

不能忽视‘基民’的风险教育。”马晓昕说。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教授指出，所有与基金销售

有关的机构或个人都应承担起对投资者进行教育的责任，在

投资者中倡导控制风险、理性投资的理念。“尤其是基金公

司和销售机构，在产品宣传上，首要的是向投资者提供真实

、完整的信息。不能因为投资者的疯狂热情而漠视风险教育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