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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余成本法”+“一年定开”建信荣瑞10月21日正式发行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债券对于经济发展的作
用更加突出，债市的容量也在不断增长。
专家指出，随着债券类资产重要性进一步
提升，固定收益类基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
投资者的欢迎，以摊余成本法计价的基金

成为投资“新宠”。为了满足投资者配置
需求，建信基金推出摊余成本法系列债
基，建信荣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正
在发行中，投资者可通过建设银行、招商
银行等渠道购买。

广告 投资有风险

曾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自己攒钱
的速度赶不上如今鞋价的增速。如
何低价入手一双限量款球鞋是许多
人孜孜以求之事。不久前，在某短视
频APP上，一位网红声称要把AJ的价
格“打下来”，引发众多网友关注，更
有网友质疑其所谓的低价鞋，只是为
假鞋工厂带货。

在真鞋市场愈发火热的同时，假
鞋市场也在不断升温，某电商平台
上，二三百元的“椰子”球鞋销量上千
过万并不稀奇。“买不起真鞋的人越
多，转而买假鞋的人就会越多，鞋市
越热闹，假鞋市场也能沾到光。”品牌
商的限量销售策略催生球鞋二级市
场，促成球鞋交易平台的出现，也进
一步方便了假鞋的市场流通。一位

鞋贩开玩笑称，“炒鞋”炒到最后，假
鞋或将成最大赢家。

无论是“毒”还是“nice”APP，都
曾陷入过假鞋风波。尽管“毒”APP
将球鞋鉴定作为独树一帜的品牌优
势，但在一些鞋迷看来，所谓的球鞋
鉴定主观性较强，隐患也很明显。“这
么大的交易量，鉴定师的数量够不
够，每双鞋能够花多少时间去鉴定？”

此外，同样饱受鞋友质疑的还有鉴定
师的专业水平。

有鉴定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曾遇到过几乎以假乱真的鞋，差
点就看走眼了。成天与鞋打交道的
专家都有可能被高仿鞋欺骗双眼，更
不用说普通的球鞋爱好者，这位鉴定
师也建议，年轻人把鞋作为投资品还
需三思而后行。

鞋价飞涨，鞋贩们以球鞋交易平台为战场展开“厮
杀”。但在这一阵“炒鞋”热的外围，球鞋爱好者们难免遭
到波及。球鞋更好找了，却更难买了，这已是不少鞋友的
共识。面对滚滚而来的“炒鞋”热潮，有人坚持“非穿不
买”，也有人踏上了贩鞋之路“以鞋养鞋”，随着假鞋市场的
抬头，想要独善其身似乎只能“只看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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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以鞋养鞋”踏上贩鞋之路 一边是“非穿不买”独善其身

鞋价飞涨的当下 鞋迷该何去何从

被“炒糊”的
不止球鞋，还有人心

这两天，“炒鞋”绝对是最热的社

会话题之一。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分行发布《警惕“炒鞋”热潮防范金

融风险》的金融简报，再到各大媒体

揭露“炒鞋”暗藏的金融陷阱，交易证

券化、杠杆资金入场、操作黑箱化

……一时间，“炒鞋”好似被扒了个底

朝天。

“炒鞋”本质上并非新事物，“蒜

你狠”“豆你玩”“炒币”“炒房”……不

同时期，资本从来都不缺“玩物”。但

除了金融风险外，更让人担心是“炒

鞋”所折射的浮躁之风。

还没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过早尝

到了“点点屏幕”就能赚钱的甜头。

在最该学习的年纪，把大量的精力投

入低门槛的金钱游戏中，荒废光阴不

说，更容易形成畸形的金钱观。

不鼓励年轻人“赚快钱”，正是

因为大多数他们的金钱观还未成熟

到合理控制财富。还没品尝过职场

的苦涩，不知道赚钱之辛苦，缺少人

生千锤百炼的人手握“快钱”时，结

局不难预料。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往往都不被珍惜，靠赚快钱发家的

人，散起财来大多也是一掷千金，多

少一夜爆红的游戏主播、抖音网红

都是前车之鉴。成功不是简单的复

制粘贴，迷信一夜暴富的神话，最终

只会走上歧途。

想“赚钱”并无不妥，但良性的轨

迹应当是通过不断学习将某一项技

能提升至一定水平后，再凭本事吃

饭。学习无法速成，离不开漫长的积

累，但现在，不少人却将“学习”和“赚

钱”本末倒置，一心想着“赚钱”，却把

学习抛诸脑后。即便是真的打算投

资球鞋，也应当花时间去积累相关的

知识。然而，不少人却是抢起鞋来冲

在最前，说起球鞋却一问三不知。

奉劝每一位正在“炒鞋”和正打

算“炒鞋”的年轻人，放下心中的浮

躁，不要人云亦云地跟风，否则，最后

被“炒糊”的不止球鞋，还有人心。

07 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周培骏

“本月第七单，要相信自己的眼
光。”简短的文字下方，配的是一张球
鞋的特写，在鞋迷阿金（化名）的朋友
圈里，最近一段时间类似的晒照逐渐
多了起来，每晒出一双，意味着他的
投资又一次变现。

身为一名80后，和许多同龄人
一样，阿金对于球鞋的印象最早来源
于动画片《灌篮高手》，2005年，因为
一次不错的考试成绩，还在读高中的
他收获了人生第一双 AJ（Air Jor-
dan）球鞋。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入手
这双鞋的经过，“当时我在上课，是委
托弟弟去门口排队买的。那时候
1000多元不是小数目，能买双鞋还
是超级开心的。”在他的印象中，那时
候的球鞋专卖店门口鲜有黄牛，排队
的基本都是鞋友，囤鞋倒卖之事也从
未听说。经过了7年的积累，如今阿

金已经拥有了200多双球鞋，总价值
超过一百万元，家中的鞋盒几乎霸占
了半个房间。

在阿金专注于收藏球鞋的几年
里，他也见证了鞋市的风云突变，新鞋
发售不久，市价翻几倍的现象屡见不
鲜，鞋贩们的热情也被点燃。“我现在
偶尔排一下队，抽中了买完鞋出门，一
堆黄牛围上来问我：‘兄弟卖吗？’”

虽然认为鞋市略显病态，但从事
金融行业的阿金也从中看到了“商
机”，但他并没有选择大规模进货倒
卖，而是在收藏的同时零星出售一些
已经涨价的球鞋。“我只会买自己觉
得有价值的鞋，对我来说主要是情
怀，间或做些投资。”在他看来，这样
的投资刚好可以填补开销。

像阿金这样的鞋友并非个例，在
鞋圈，买鞋几乎被公认为很花钱的

事，尤其是在鞋价飞涨之后，许多球
鞋的价格更加遥不可及。网上曝出
的所谓“鞋王”，多半家底殷实，很多
篮球运动员也因为收藏了大量超限
量款球鞋受到鞋友们的追捧，但不能
忽视的是他们大多年薪千万。对于
普通的球鞋爱好者而言，借着“炒鞋”
的东风，用“以鞋养鞋”的方式继续自
己的爱好，也成为了无奈之举。

“鞋买来就自己穿，不然就不要
去抽签，不要去买。”谈起鞋贩子，鞋
迷张尧（化名）毫不掩饰自己的反
感。“你要是单纯为了卖鞋去买鞋，把
鞋子当做理财产品，就没意思了。”

毕业有了稳定工作后，26岁的
张尧开始“兑现”自己对球鞋的喜爱，
从篮球爱好者到篮球鞋爱好者，过去
买鞋他主要看中球鞋的性能，但随着
对球鞋文化的不断了解，一些“好看”
的鞋也逐渐出现在了他的鞋柜中。

“炒鞋”兴起后，鞋贵了是他最直
观的感受。在他看来，作为鞋价上涨
的隐形推手，球鞋交易APP的出现无疑

是一把双刃剑。“以前你不知道买鞋的
渠道，现在平台上一搜就搜到。但是
平台也助长了鞋贩子的气焰，现在他
们不愁买家，平台一挂就卖得出去。
我们对平台也是又爱又恨。”张尧曾在

“毒”APP上购买过一双俗称“AJ1蜘蛛
侠”的球鞋，溢价数倍的价格让他直言

“肉痛”。他认为，“炒鞋”中既然有个
“炒”字，必定有人在哄抬鞋价，对于普
通的球鞋爱好者来说，没必要花这么
多钱买一双鞋。“毕竟只是双鞋子。”

同样受“炒鞋”风潮波及的还有
球鞋爱好者贺秋沁，收藏了100多双
球鞋的他感叹，无论是价格还是入手

难度，“全民炒鞋”时代下都正变得越
来越难，过去低于原价就能买到鞋，
如今最起码得原价，部分限量款的价
格还能直逼五位数。

有着11年“鞋龄”的爱好者洪艾
（化名）认为，尽管鞋价处于高位，但
如果买卖的都是真正喜欢球鞋的人，
那依旧可以刺激市场良性发展，然
而，令他担忧的是，大多数抢购球鞋
的并非喜欢球鞋的sneaker，而是一
些有组织的鞋贩子。“鞋迷肯定对自
己的每一双鞋都有一个心理价位，超
过了这个价格就不会买了。有些自
己喜欢的配色，没有人炒他也会买。”

鞋价越炒越高
收藏者囊中羞涩无奈“以鞋养鞋”

找鞋更方便买鞋更难
坚决不当鞋贩 超过心理价就不买

真鞋难抢假鞋“出道”
鞋迷担心炒鞋炒出假鞋贻笑大方

许多 APP 有
球鞋发售日历，事
实上，限量版球鞋
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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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鞋”兴起后，鞋价直线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