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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bsp; &nbsp; 公司最近推出了年金计划，这是公司领导为大家谋福利，应该拍手称快的好事
但是年金不论看做保险还是信托，都是一种金融产品，因此就可以从金融产品的角度定量的看待它。<
p>
<p>&nbsp; &nbsp; 首先简单介绍下看待金融产品的思路。衡量一个金融产品的优劣只需要从两个
度去看，风险与收益。收益一定是由风险产生的，但并非所有风险都能产生收益（此处不讨论无风险
利与天上掉钱两种情况）。能够产生收益的风险叫做系统风险，这是无法规避并且应当承受的；不能
生收益的风险叫做偶然风险，这是应该尽量规避的，比如你站在高速公路上风险很大却没有收益。系
风险与收益呈正相关，也即高风险高收益。</p>
<p>&nbsp; &nbsp; 再来看下年金，自己缴费1%-4%（本文按最低1%计），公司缴8.33%，35年
赎回（假设今年30岁），期间会用于投资。由于其投资渠道非专业基金经理管理，收益又全部返还个
，不应对其有较高期待，假设其仅能抵御通胀，不损失本金。相当于1%的投资换取8.33%的收益，期
为35年。另一种情况，对于一个最普通的基金经理，在资本市场获取年化8%的收益应该不是难事，
么以35年期限来算，收益=1.08^35=14.79，收益率=14.79-1=13.79，这是从收益的角度看。</p>
<p>&nbsp; &nbsp; 从风险的角度看，35年的期限内不能赎回，并且其收益比较固定（不应对其投
的承诺有较大期待），当一种金融产品收益锁定时应最小化其风险。而这35年中它面临了太多的风险
并且这些都是偶然风险&mdash;&mdash;不能带来收益的风险。而对于最普通的基金经理的投资，
是以年为单位的，每年可以赎回再投资，可以规避经济周期、政策性风险等等，最大可能的规避偶然
险。</p>
<p>&nbsp; &nbsp; 那么它究竟是不是一种划算的投资方式呢？欢迎来反驳、辩论！</p>
<p>&nbsp; &nbsp; &nbsp;<strong>支持公司和领导政策，仅为学术探讨！</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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