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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下跌 营业部工作压力骤增

证券时报记者 陈 英

自进入

11

月后，

A

股市场便不复

10

月份的雄风， 尽管结构性行情仍然层出

不穷，但散户赚钱难却成了普遍现象。 行

情的走弱， 加上一些券商营业部服务尚

达不到让客户满意的层次， 不少客户纷

纷来到券商营业部，要求转托管。

刘夏（化名）是一家知名券商营业部

的转托管部职员，对于和刘夏一样的券商

营业部转托管人员来说，这个活可谓典型

的吃力不讨好。客户一旦实地来到营业部

要求转托管，十有八九是铁定了心对这家

营业部失去了信心。

11

月以来，刘夏就在

苦口婆心劝说客户中度过， 无奈的是，收

效甚微，这也意味着

11

月份，甚至

12

月

份刘夏的绩效工资都要大打折扣。

“只要看到客户来营业部找我， 我的

心就立马沉下来了！”刘夏告诉记者，客户

不辞劳苦来到营业部，一般都是对营业部

的服务或者佣金“忍无可忍”了。 这个时

候，除非有三寸不烂之舌，一般转托管部

的客户都是留不下来的。以

11

月为例，刘

夏接待了大概

90

个要求转托管的客户，

经过刘夏的极力游说，最终没有转托管的

还是不到

1/4

。 这些之所以坚决要求实行

转托管， 最主要的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觉得股市下跌了，可是佣金仍然

没下调，客户心理上接受不了；而是客户

觉得营业部提供的服务不够，开户之后就

不闻不问， 即使是每天早上发的手机短

信，也是不痛不痒的几句话，对客户的实

际操作根本没有什么帮助。

刘夏所在的营业部规定，如果要求转

托管的客户资金量超过

20

万的话， 客户

经理可以在征得领导的同意下调佣，而如

果客户的资金量达不到这个数，调低佣金

就没戏了。这一规定也让一些客户颇为愤

怒，他们认为营业部嫌贫爱富，甚至有客

户当着客户经理的面大发雷霆。

在这家营业部转托管中心工作三个

月之后， 适应能力超强的刘夏就学会了

无论对什么样态度的客户都能微笑面

对。 但例外的是，

11

月

23

日一位客户火

暴的脾气让刘夏回家后痛苦了一场。 当

天上午

10

点半左右， 一位

40

岁左右的

男性客户来到营业部，板着脸，刘夏从客

户的脸色上就知道来者不善。不出所料，

一番好言相劝后，客户不仅不为所动，还

挖苦讽刺起刘夏来：“我看你们推荐的股

票就没几只牛的， 发的短信也是模棱两

可，根本不知道怎样操作，除非你们给我

降低佣金，否则我立马走人！ ”客户的态

度斩钉截铁， 不容置疑。 刘夏仔细一询

问，才知道客户的资金量约

18

万，这显

然不符合营业部调佣的要求。 但不服输

的刘夏还是没有放弃

:

“这位先生， 你能

否再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如

果您不满意，再来转托管也不迟啊！ ”还

没等刘夏把话说完，客户立刻咆哮起来，

客户的火暴脾气着实让刘夏有点难受，

为了避免客户情绪继续“升温”， 刘夏打

算请另外一位性格温和的同事来解解

围， 可客户根本不吃这一套：“我看你就

像一个骗子，我就跟你直说吧，你再怎么

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今天是铁定转托管

了！”客户居然指着刘夏的鼻子大声叫嚣

起来，似乎这样并不解恨，客户拿起营业

部的一把椅子，顺势狠狠砸在地上，引得

其他客户也纷纷围观起来。

这实在出乎刘夏的意料。 客户最终

还是做了转托管，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

一刻，刘夏突然感到有点悲哀，爸妈辛辛

苦苦把自己拉扯大， 然后自己也通过努

力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就读， 毕业后来到

这家营业部，没想到还受这种气！

不过，眼泪擦干之后，生活仍然还是

要继续。 幸运的是，刘夏在接下来的两天

时间里，居然挽留住了

6

个前来要求转托

管的客户，也许，老天真的愿意弥补刘夏

那天受的委屈吧！ 高兴之余，刘夏有一个

心愿：希望今年的最后一个月股市好转起

来，营业部的服务能更周到一些，前来要

求转托管的客户少些，如此一来，年终奖

就极有希望“多收三五斗”了。

毕业十年，我被高房价遗弃

毛毛雨

在深圳，我是个普通的单身白领，每

月拿着近万的工资， 过着朋友圈里公认

的有品质的小资生活。 一直这么认真工

作、享受生活地过着，可近几年，越来越

高涨的房价让我陷入迷茫，甚至恐慌中。

最恨有人问我：“你住的那个房子是买

的，还是租的？ ”回答是后者，对方立马露

出一副担忧的神情，显然，我毕业十年的

辛苦工作成果就“被失败”了。

某日，去朋友家做客，朋友的朋友丽

丽正好到访。 三个女人在沙发上闲聊，从

LV

到化妆品，不知怎么就扯到买房问题

上了 （貌似现在见客会友十之八九都会

谈论房价， 可见高房价对人们生活影响

之深）。 丽丽说她在

9

月前刚刚买了一套

小公寓，

40

平，

70

多万，二手房，不用重

新装修，付完首付、中介费、税费总计

18

万以后，身无分文，外债

5

万。 现在，每个

月的工资就

6000

元，

3000

多的月供压得

她透不过气，什么都舍不得买。 因为新买

的房子能出租个好价格， 比她现在租的

房子租金要高， 丽丽甚至舍不得自己住

新房，直接出租，以租抵部分月供。 说买

房过程时，丽丽有种怨妇感，叹息工资太

低，房价太高，自己青春年华的好时代因

为高房价下的窘迫， 不能随心所欲地过

自己梦想的自由生活。 可说到自己的小

区、户型、房内装修，丽丽的腔调明显提

高：“虽然我现在跟以前住的没什么两

样，但心理上踏实多了，不管怎么说，我

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尽管小，但是它存

在。 以后房价怎么涨我都不怕了，好歹我

有个住的地方了。 ”

两个女人继续分析楼市趋势：房价越

来越高的可能性很大， 工资却不见涨，现

在买不起房， 以后更是想都别想了……

我的焦虑感陡然间被拉到了高点： 现在

看， 这个丽丽无论工资待遇还是生活品

质，远远是不如我的。 可是人家咬咬牙，

有房了，这在人家眼里就是“混得不错”；

我呢？拎着

LV

名包，穿着高档风衣，住着

租金高她两倍的时尚公寓， 却没一套属

于自己的小窝，人家定位是“外表光鲜，

实则失败”。 不敢想象，若干年后，房子都

炒成天价， 丽丽住在升值达百万的公寓

里踏实而悠闲， 而我依旧在街头寻觅下

一个住处，就算背着香奈儿又怎样？ 什么

时候，房子成了“事业成功与否，生活幸

福与否”的标尺？ 想到这些，我要疯了。

回到我那月租

2000

、 住了

7

年的单

身公寓，我迫不及待地给好友红打电话：

“我们明天就去看房， 近期就要买房，再

这么下去，我们迟早给这个时代遗弃，走

在生活的边缘了。 ”好友红跟我一样，毕

业至今，拿着高薪，拥有稳定的工作，经

济独立而宽松。 我们不是没想过买房，早

些年， 深圳市内房价还遍地都是四五千

单价， 开发商为吸引购房者， 推出零首

付，我们没有考虑，年轻嘛，不需要买房，

加上自己是女孩子， 传统观念上觉得买

房是男人或者成家后的事情。 到

2004

、

2005

年，深圳房价开始缓步上升，好的地

段，房价达七八千，一些豪宅甚至高喊着

上万，挺难理解的，一套房子，七八十万，

至于么？ 一来工作几年，积蓄不多，自己

依旧年轻，对购房需求不强；二来想着开

放商是想钱想疯了， 楼市不过是一时旺

盛而已，也就没考虑买房。 其他人不说，

我身边

70

后的同龄人都是这么认为，正

是工作打拼期， 谁愿意拿出个几万买套

房而承担着每月几百几千的月供？ 当然，

要是知道如今的房价涨成这样， 那个时

候任谁都会宁可借钱也要买个十套八套

的放着， 可惜时间回不去了。 转眼

2006

年，深圳的房价如雨后春笋，噌噌地往上

蹿，各区的楼盘也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我们开始考虑买一套房，虽然依旧单身，

但年龄不小了， 向往着有个属于自己的

小窝，加上稳定工作数年，月薪不低，小

有积蓄。 于是， 我们结伴跟着看楼车看

房，辗转数家楼盘，惊呼房价之高。 连我

们这种收入不低、 生活无负担的白领阶

层买套房都吃力， 那这些高价的房子都

是买给谁呢？ 深圳有钱人多，可是有钱人

再多，所占全市人口比例不会高吧。 房价

一定会跌，房地产市场一定不正常，我们

可不能在风头浪尖上买高价房吧。 于是，

我们停止了半年多看房的脚步， 心安理

得地过着小资生活。 我就不信了，凭自己

的独立能力，努力工作，积累资金实力，

还能买不起房？

然而，房地产市场就这么一直“不正

常”下来了，这一晃又过去四五年，深圳

市内的房价由七八千到突破上万， 从一

万五蹿到两万， 从两万五均价杀到三万

……关外偏远的房子都上万了， 我还在

原地。 身边比我年长的、年轻的同事、朋

友，这些年因为结婚、因为家人催促、因

为看多地产，这样那样的理由买了房，基

本都实现了资产增值，小房换大房、两房

换三房、 复式换别墅……通过地产市场

狠狠赚了一大笔，可我依旧什么都没有。

回想工作十年，工资见涨，却怎么也追不

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积累渐丰，却离首付

越来越远。 毕业十年，工作、生活一切都

很顺利，如今却连个小户型都买不起。 到

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难道就是因为我

没有买房，就被这个时代遗弃了？

电话里， 我和同龄的红唏嘘不已：明

天就去看房，无论如何要买一套，哪怕是

小户型，坚决不能被下一个十年抛弃了。

斩获和田新料 在乎熟与不熟间

孔 伟

“今年的新料快出来了，我准备去一

趟和田，看能不能淘到好一点的籽料。 ”

广州玉商小吕几乎每周都来深圳古玩城

周末淘宝市场摆摊，

9

月中旬的一天，他

掏出广州至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至和田

的两张机票给大家看，日期是

9

月

27

日

出发的。 听了他的想法，一干玉友和他本

人一样，对此次和田之行充满了期待。

被称为“白玉河”的和田玉龙喀什河

在经过反复挖掘之后， 籽料资源已近枯

竭， 这也是近年来籽料价格涨势如潮的

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人们寄希望于每年

夏天的洪水能够从上游冲刷下一些玉石

来，满足人们对籽料近乎疯狂的苛求。 待

河水渐渐退去， 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来

临的时候， 一帮又一帮的逐玉者蜂拥和

田，翘盼能够有所斩获。 在此之前，老李、

老张等“老玉虫”已先期赶赴和田或乌鲁

木齐，回来报告的“战果”是“好料奇少，

价格奇高”。 此番小吕转机飞和田，虽然

机票价格有折扣， 但单边已近

2500

元，

来回光机票就得

5000

左右了，还不算市

内交通、住宿等费用。 要是在和田呆上十

天半月的， 一应费用算下来也得万把块

钱了。 倘若淘不到好料子，时间上、金钱

上的损失不可谓不小。

一连三个周末， 都没有在古玩城见

到小吕。 问他的朋友，说是正在和田砍价

呢，可能要

10

月中下旬才能回来。 大家

一听感觉有戏———要是没东西， 恐怕早

就打道回府了， 还在那遥远的地方折腾

个啥？ 又是一个星期六，果然在古玩城见

到他了。 摊上的东西还是那些老面孔，人

也稍黑了一点， 不过却仍然弥勒佛般笑

着，还很有点得意的样子。 “收了多少东

西？价格究竟如何？ ”一见面，几位好友就

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小吕笑笑，拿出数码

相机，一张一张地翻着照片给大家看：不

多， 也就收了十来块籽料， 花了

100

多

万。算一算，平均每块石头

10

来万了！这

价格真让人有些目瞪口呆。

“料子大吗？ ”我赶紧问。要是几公斤

的白籽，

10

来万一块也很正常。但如果都

是很小的料，这价格就很恐怖了。

“有大有小。 大的

3

、

4

公斤，小的也

就

400

克左右。 ”小吕说。 大家这才松了

一口气。

从数码相机里的图片上看，好几块料

子的皮色看上去艳艳的，似乎都有加色的

迹象。 看到大家有些疑惑，小吕很轻松地

说，不是染色，连二上都没有，纯天然的

红皮、洒金皮。 之所以看着像是染色，是

因为闪光灯拍摄，颜色明显深化的缘故。

“这块最大的料子亏了。”小吕翻到一

块红皮白肉籽料的图片，叹了口气说，“看

皮很好，白度也相当不错，你看下边这角，

磨开一点看肉非常白润， 当时高兴坏

了———要是整块料子都是这肉，还不值一

二百万？单这一块就回本了。”小吕越说越

激动，有些手舞足蹈起来：“……不顾边上

几个围观开料的频频开价，直喊‘中间切

一刀’。 切开一看，众人倒抽一口凉气：里

面不仅肉粗，还穿黑，眼睁睁看着一块高

档料子废了。只有刚才还在高声开价的几

个家伙有点幸灾乐祸……”

但也有赌赢的料子， 或者说得直接

一点，除了前面说的那块大料外，其他料

子都赌赢了。 尤其是块头第二的那块白

料， 约

3

公斤的样子， 非常诱人的洒金

皮，一开三片，仅中间那一片就有人开价

25

万了。 实际上， 靠中间的料由于带皮

少，价格相对还低一些。

“看样子这趟还是能够赚不少啊！”大

家为小吕感到高兴。虽然也为他的那块大

料感到遗憾，但玩玉就是这样，有赚有赔，

有涨有垮，只要最终有钱赚就

OK

了。

“半个月以后，这批料子做的玉件可

能就出来了。 到时候来看看？ ”小吕不愧

是生意人，临了也没忘记做一下广告。

离开小吕的摊子， 大家又开始讨论

起一个问题： 为什么之前去和田的玉商

没什么收获，偏偏小吕此行不虚呢？ 我突

然想起他以前在喀拉喀什河买回一堆堆

“黑乎乎籽料”， 并且赌出不少黄沁甚至

红沁料子的经历，一下子明白了：人说到

和田买货须得地熟人熟， 突兀地赶到和

田玉的产地去， 人不熟还真买不到像样

的东西；而小吕之前在当地已经有些“根

基”，此番有所收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富爸爸穷爸爸》一举成名、被誉为“金钱教练” 的罗伯

特·清崎竟也讲起了“阴谋论” 。 在他最新出版的“富爸爸” 系

列《富人的阴谋》一书中，他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穷人之所以

穷，正是中了富人的阴谋” 。 清崎指出：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

1903 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 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

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有个问

题他问得好，为什么学校只教你数理化知识，而不教你如何理

财？ 原因无他，因为那些富豪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认识到金钱的

力量，而大众只是为他们的财富打工而已。 毫无疑问，这是一

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剥削， 也是富人群体对穷苦大众设下

的圈套。

然而，且不论清崎所谓的“穷富划分” 、“势不两立” 是否

是事实的真相，但他着实为大多数普通人指引了一个思考的方

向，要想富，改变思维是第一步。 也就是说，富人与穷人最大的

区别不在于钱的多少（这只是外在表现，结果论），而真正在于

他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和想法。 当然话说回来，清崎的这一观点

并非首创，之前的如哈维·艾克的《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陈光、张景富的《富脑袋才有富口袋》、古古的《穷囧囧》说的

都是类似的道理，如果还要追根溯源，拿破仑·希尔的《思考致

富》算得上是其中经典了。

需要声明的是， 上述这段话并非暗指清崎有抄袭的嫌疑。

事实上，很多成功法则都是相通的，只不过一个人、一部著作往

往不能穷尽一切，因此才有了后来者从各自的立场、经验、知识

和价值判断，加以不断演绎和诠释。 而今天我们读到的清崎的

《富人的阴谋》，可谓是“致富思维术” 的又一部代表之作。

在书中， 清崎主要向我们揭示了 “关于金钱的八条新规

则” ，其分别为：知识就是金钱；巧用债务来理财；让钱生钱，财

滚财；理财需要未雨绸缪；睡觉也能赚大钱；你会说“钱话” 吗；

找对组织才能理好财；当钱不是钱，钱不值钱的时候。 这些规则

当中，有些浅显易懂，众所周知，例如，像“巧用债务来理财” 、

“理财需要未雨绸缪” 等。 但有一些在阅读中可能会存在误读，

理解上也容易有失偏颇。 比如，“知识就是金钱” ，这里的“知

识” 既不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的知识，也不是彼得·

德鲁克“知识工作者” 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有关金钱、投资、理

财上的财商知识。 又比如，“让钱生钱，财滚财” ，对它的理解千

万不可停留在表面，清崎的强调重点是“现金流” ———如他所

说，投资现金流，你就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市场动荡给踢出局；投

资现金流，你就会迅速成为富人。 从今往后，不要再在投资股票

上、投资房产上因为赚了一点“价格差” 而沾沾自喜，记住，现

金流、现金流！ 再比如，“当钱不是钱，钱不值钱的时候” ，既然

如此，清崎建议我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印钱” ，具体来说，可

从以下四个领域进行投资：第一，建立自己的事业，创造大的现

金流；第二，在房地产投资上创造持续性收入；第三，可投资股

票、期货、债券等，但还是要注意现金流；第四，投资黄金、白银、

石油、原料物等有价品。

值得一提的是，《富人的阴谋》 主体部分当初是由清崎通

过网络，就有关金融危机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所构成。 在创作

的过程中，网友们也不时地给出反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富人的阴谋》中会穿插着网友、读者们的各种想法和意见，就

这个意义而言， 这本书代表着清崎一次全新的写作尝试 （体

验），更是基于 web2.0 效应的思维的乐趣和智识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算上《富人的阴谋》，这已经是清崎的第 17

本书了。 从最早的《富爸爸穷爸爸》、《富爸爸财富自由之路》

到后来的《富爸爸商学院》、《富爸爸发现你的销售力》以及相

对较近的《富爸爸如何买卖一家公司》、《富爸爸如何创办自己

的公司》。 清崎已然走上了“财商启蒙教育” 的康庄大道，并且

自己也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 耐人玩味的是，他一直倡导

人们跟着“富爸爸” ，成为“富爸爸” ，但最直观、最直接的结

果是，他自己跃升成了“富爸爸” 。 而就其众多作品来看，有时

为了应景、赚钱，履行出版合约，难免也会良莠不齐。 但客观地

讲，这一本《富人的阴谋》，清崎写得还是比较认真的，至少，

在网络互动的形式上，他还是有所创新的。 另外，估计清崎也

是想写一本有学术涵养和再争取传世的著作（毕竟《富爸爸

穷爸爸》出版也已经好些年了），所以在《富人的阴谋》里我

们能看到清崎将过去美国金融史写了个遍， 而且像个学者似

的大力抨击政府滥印钞票，引发通货膨胀，最终导致金融灾难，

祸及无辜百姓……

当然，这本书能否最终成为经典，只能靠时间来证明。 但唯

一可以确信的是，我们需要聆听清崎的声音，听取他对于“观念

致富” 的技巧和方法。 祝开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