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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退休前
要攒够多少养老金？

主持人：郭廷炜

最近网上有条
微博说“ 80后退休
前 需 准 备 314 万
元”，一时间引来
众 说 纷 纭 颇 为 热
闹，有的人认为现
在的年轻人在当了

“ 房奴”、“ 车奴”
和“ 卡奴”后很难
在退休前攒出300
多万元，也有人觉
得314万元还未必
够让人过上有质量
的退休生活。

依我看，各人
各看法，各人各活
法。比如很多美国
老头到泰国等东南
亚海边养老，活得
很自在；也有上海
老夫妻到云南小城
买房养老，过得很
快活。

总之，有多少
钱就办多少事，任
何时候快乐是第一
位的。现在未雨绸
缪是对的，但也不
必杞人忧天。

作为一个80后，要为30年后的退休生
活准备多少钱？作为一个70后，这个问题
也是我早就算过的，但是很遗憾，至今我
也没有算清楚。

有一个经典的选择题：你有两个选
择，第一个是马上给你1000万元，第二个
选择是今天给你1元，明天给你2元，后天
给你4元，每天都给你前一天2倍的资金，
连续30天。你会选择哪个？结果，第二个选
择可以在30天内累计拿到5.37亿元，这就
叫复利的力量。

CPI也是这样，每年涨一点，单看每一
年还能接受，但累计个十几年就恐怖了。
就拿2000年以来的这12年来说吧，进菜
场、逛超市的家庭主妇，对这12年里的物
价差距一定是感同身受的，但工资涨幅却
又远远赶不上CPI。

关于314万元的测算，是在每年CPI
涨幅为3%的基础上做出的。但是，这个
世界瞬息万变，CPI每年都会是3%吗，每
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的金融危机又会以
什么面目出现？人民币升值后，中国经
济如何避免日本当年的覆辙？这些我都
算不出。

如果说现在大部分人活得不快乐，我

想，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源于缺乏安全感。
确实，30年后会是什么样，谁的心里都没
底。延迟退休来了，白发苍苍的我们是否
还得多熬上三五年才能开始领退休工资？
到手的养老金还能不能维持退休后的生
活？看个病、住个院又会花多少钱？那时的
一对小夫妻，头上要顶着四位父母以及八
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想想就让人崩溃。
难不成，还得回归到多养儿才能防老的老
套路上？虽然心存怀疑，但我发现身边生
二胎的朋友中，确实有一些是考虑过这个
因素的。

我们这一代的养老问题，既不想给儿
女添上过于沉重的负担，又不能全指望着
还不知多少岁才能领到的不知有几钱的
养老金，就只好自力更生了。但这314万元
单靠工作、靠攒是不行的，既然有复利一
说，如何理好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
自己的养老钱，首先是每年有稳定收益，
其次是获得合理的收益率。假设目前你有
100万元存款，年收益率固定在3%，30年后
就是235万元；但如果年收益率是5%，则30
年后这笔钱将超过411万元。这就是失之
毫厘，差之千里。

丁艳芳

我特地到网上查了一下，所谓314万
元的养老储备是按照3%的通胀水平计算
出来。但现实问题是最近几年国内的通
胀水平显然超过3%，而且超过得还不是
一点点。随便哪个人到菜场去看一下菜
价是怎么个涨法，就知道实际通胀水平
不是用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所能简单
代替的。

2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时，30
万元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
在眼下又算什么呢？从中不难看出通胀的
威力，足以将货币的购买力大幅侵蚀掉。
所以就算你准备好了314万元，但再过20
年后恐怕只是杯水车薪。

通胀如同温室效应一般是全球性的

现象，不管你跑到美国、英国还是日本，都
难免被通货膨胀的阴影所笼罩。各国政府
为了刺激经济最常用的招数就是印钞票，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加剧。而且
在欧美经济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各国政
府愈发会间接加剧通胀。

按照上周末沪金期货主力合约收盘
价约330元/克来计算，10公斤黄金目前的
市价大约是330万元。而自古以来，黄金在
通胀环境下的保值作用毋庸置疑。所以，
我的看法是与其存314万元用于养老，不
如存10公斤黄金养老才靠谱。虽然房子也
可以防通胀，但是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说，
黄金在变现上比房子更方便一点。

记者 徐可奇

近日，一条关于高额养老金的微博再
度让我受到惊吓———我会养不起老么！

拜人类文明进程所赐，国人的寿命延
长了不少。如今身为80后的我们又要开始
为20年后的退休生活未雨绸缪。

我想314万元的养老准备金，会在社
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是因为这个数字挑
战太多人的理财极限了。假如一个家庭年
收入为15万元，每年节余8万元，存款30
年，本金240万元，加上利息也未必能有
300万元，勤俭30年无法攒足20年的养老
之需，让太多人充满挫折感。

而且，理财分析师还要告诉我们314
万元才够养老一说绝非耸人听闻。因为若
想维持目前家庭每月6000元的消费水平，
若按年通胀率4%计算，退休后的25年（ 60
岁到85岁）共需376万元养老金，这简直让
我们无所适从。

为了避免“ 老无所依”境地，我们还

是要多作准备。
比如重视选好社会身份。在我们国

家，同样是退休工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
退休工资是企业的退休工资的三四倍甚
至更多。当下那么多人挤破头报考公务员
和教师等职业是有远见的；再不然进入大
型国企也是较好的选择，因为这些大型企
业会有企业年金，而中小企业连帮员工缴
纳养老保险都是极大负担，更不用提建立
企业年金计划了。

其次，要重视理财，尤其是购置房产，
年老时可以有一个栖身之地，而房产变现
也很容易的。

当然，做好了这些也未必足够养老。
但话说回来，我想对于积攒不了314万元
的人也不必太焦虑。毕竟我们还是有一套
比较好的养老体系，相信未来国家会帮我
们安排好的吧。

记者 孙琪

当看到80后养老需要314万元才够
时，我着着实实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想
想我这个目前主要还是吃家里、用家里，
不善理财的菜鸟，真是忍不住惭愧。似乎
到目前为止，自己还没好好想过如何养
老，更别说是为养老做准备了，总觉得这
还离自己很远很远。

只是经过这么一讨论我才惊觉，好歹
自己也是拿工资的人了，养老这个问题迟
早要面对。于是便依照网络议论的方式反
思了一下自己的月均消费，发现已经完全
超出了网友月花2000元的案例，若按照他
的计算方式，我将来所需要的养老金岂不
是314万元还不够？

不过很快我便又有了疑问：这个算法
会不会太过宽泛？其实每个人的养老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因为现在还年轻，
所以难免会有些“ 奢侈消费”，但随着年
纪的增长，我认为以后的月均消费其实是

会慢慢缩减的，究竟需要多少备用养老
金，其实谁也算不明白。

然而通过这么一算账，我也不禁意识
到，从现在开始学点理财一定是不会错
的。就在前不久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不
少保险专业人士就提出了各种养老问题，
养老金缺口大、养老机制不完善等，无一
不触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谁都想安度晚
年、顺心养老，可这前提是必须要有健全
的保障，而这保障如何建立，除了国家给
予正确的方向外，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
努力。

一位银行人士就向我列举了许多保
守的理财方式，比如基金或黄金定投、购
买稳定型理财产品等，而这些投资方式的
最大共同点就是贵在坚持，发挥积沙成塔
的效应。我相信，只要慢慢积累，多少都会
有所收获，最坏也不会亏本就是了。

记者 沈梦雪

最近，网络上对于“ 80后养老需314万
元”的讨论愈发激烈。身为80后的我，却丝
毫没有感到危机感，反倒是觉得，这样的
讨论内容有点哗众取宠。

80后的养老成本真的需要300万元
吗？如果属实，那几乎很难有人可以达到
这样的要求。如果按照个人月薪1万元来
计算，工作一年可以挣12万元，那么想要
挣到300万元，就得花上25年的时间，而且
还是要在“ 不吃不喝不用”的前提下才能
实现。这样一来，无数80后势必将会被这
样的养老计划压得“ 喘”不过气来，甚至
连当下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80后会被计算出需
要如此高的养老成本，应该是考虑了过
多的经济通胀因素。但仔细一想，这样的
计算方式实则只考虑了不利因素，却忽
略了更多的完善体系。比如说，国家社保

政策的不断优化、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
提高，以及社会福利体制的健全等，这些
内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养老成本，
所以80后并不用过于悲观地面对未来的
养老费用。

换个角度来说，80后在退休前究竟需
要积攒多少钱才能安度余生，这也是一个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或许，有些人
想在退休之后背上行囊，和老伴一起全世
界旅行；有的人则想在退休之后做做股
票、理理财，为下一代积累更多的财富；而
有的人更希望在退休之后能够实现自己
年轻时未完成的梦想⋯⋯

所以说，养老成本的多少需要根据每
个人的不同需求来计算，它并不可以一概
而论。或者说，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话题，
因为它根本没有确切答案。

记者 陈颖婕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理财贵在坚持 积沙成塔

没有百万元养老金 我们会老无所依么？
养老成本不可以一概而论

存10公斤黄金养老才靠谱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