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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较大的品种更利于邮票保值

反映收藏者对邮票文化艺术价值需求的因素包括： 是否佳邮、

雕刻版、连印、每套枚数、型张、全张、系列龙头、系列票、各种题材(如

人物、动物、自然风景)等。

收藏新中国邮票平均能提供 4.68%的

年化超额回报率，文编邮票的年均超额回

报率平均高达 15%左右， 这说明集邮能提

供显著超出同时期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的回报。选择正确的邮票品种对于投

资的保值增值至关重要。

在购买邮票时， 应该着重挑选可

能有较大消耗的品种， 而不是简单购

买发行量较小的品种。具体地说，应该

在老纪特、文编及 JT各类别邮票中选

择邮政发行邮票总邮资量较少的年

份， 在发行量小和存世期较长的品种

中，尽量购买小型张、小全张、大

套票或系列龙头邮票；在近年的

编号邮票中，则应该选择广受邮

人欢迎的最佳邮票为特别重大

事件发行的特字系列邮票以及

量少的特供邮品； 对于任何

时期的邮票， 都应该挑选单

枚一套或面值所含当时邮资

量较小的邮票。

此外， 如果

仅从投资回报的

角度来看，邮

票是否雕版

印刷或连印

并不重要。

（据《钱经》）

红酒投资退烧

2 0 0 8 年份拉菲

价格暴跌过半

数万元一瓶的波尔多葡萄酒终于“退

烧”了。 最新数据显示，波尔多葡萄酒的典型

代表———拉菲眼下正经历一轮罕见的暴跌，

其期酒价格跌幅高达 30%， 部分酒暴跌幅度

超过 50%。即使在其最受追捧的中国市场，拉

菲的价格也出现了 8年来的首次下调。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此前葡萄酒市场泡

沫巨大，本轮拉菲价格的下跌预示着葡萄酒

市场开始向理性回归，而对诸多酒类收藏者

而言，机会才刚刚到来。

拉菲最高暴跌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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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前， 拉菲在众多波尔多著名庄园中，

率先公布了 2011 年期酒价格：2011 年一线

酒商报价每瓶 420欧元， 与上年的 600 欧元

相比下降 30% 。 梅多克中级庄 Chateau�

Angludet 发布的 2011 年期酒价格也显示，

198 英镑一箱的价格较 2010 年份降低了

20%。

“拉菲价格的暴跌传递着某种危险信

号。 ”在业内看来，一部分拉菲投机者面对猝

不及防的亏损，红酒投资的信心开始动摇。

在过去 10 年时间里， 拉菲的身价一路

狂奔，每年都以 30%的涨幅“傲视群雄”，但疯

狂的涨势在 2011 年下半年戛然而止。 根据

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数据，从 2011年 6 月

至今，反映波尔多一级庄园现货价格的高级

葡萄酒 50指数已下跌逾 25%，是波尔多一级

酒庄中表现最差的产品。

上海红酒行情系统也显示， 截至 5 月 8

日 ，2008 年份拉菲的外高桥保税价已从

15500 元高位跌至 7230 元， 降幅达 53.4%；

2004年份的玛歌则从 4900元跌至 2850元。

国内红酒投资盲目逐利

在业内人士看来，以拉菲为首的高端葡

萄酒价格下跌是红酒市场的一种自我修正，

而其价格下跌“是由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的”。

“首先是受全球经济的影响。 ”酒类收藏

专家肖竹青分析，经济不景气在一定程度上

打击了消费的积极性，人们不敢消费，导致

需求不足，价格下降。

与此同时，肖竹青认为，这也反映了此

前拉菲等红酒价格虚高，一些投机客的囤积

造成市场泡沫过大，现在旺季一过，投机客

的资金周转不开必然选择抛售，“如果此前

市场需求是真实的反映，那么抛售出来的囤

货就会被接手，价格就不会暴跌；但事实恰

恰相反， 因此泡沫被刺破必然带来价格暴

跌。 ”肖竹青表示，这种状况和此前出现在茅

台等高档白酒上的问题类似。

在独立酒评人朱立农眼中，目前国内投

资葡萄酒还处于盲目逐利阶段，许多人热忱

地投资葡萄酒，是因为在过去十年中，葡萄

酒的投资回报率最高。 内地投资者在境外葡

萄酒拍卖市场频频现身， 致使酒庄开始惜

售， 最终屡屡炒高高端葡萄酒拍卖价格，而

现在价格回落，只是获利回吐而已。

酒类收藏者机会到来

不过，长期来看，中国的葡萄酒市场潜

力仍不容小觑。 眼下，大幅降价的 2011年拉

菲期酒，亦被不少人看成新的投资机会。

肖竹青认为，拉菲等高档酒价格暴跌正

好是真正的酒类收藏者出手的大好时机。 他

分析说，经济是有波幅的，不可能总是低迷；

但红酒的产能是一定的，即使接下来经济复

苏，酒类的产量也不可能在短期有较大的提

高，因此长期看市场仍有投资价值。

“尤其在中国，未来的红酒市场一定会

欣欣向荣。 ”肖竹青称，我国经济是典型的出

口导向型，出口又以外汇结算；每增加一定

的外汇储备， 就要增加等量的人民币发行，

因此这种经济结构不变革，输入性通胀就不

可避免。“作为投资方式之一，由于酒类产品

储藏越久价值越高，因此红酒投资将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 （据《南方日报》）

晨报讯（记者 秦颖）近日，已经有 5 年

驾龄的刘女士驾车撞上其他车辆， 因她觉得

日常投保没必要，便没为爱车投保商业车险，

让自己花了不少“冤枉钱”。

原来，2007年，刘女士刚拿到驾照，买了新

车后，唯恐自己或车辆受到伤害，就花了 5000

多元投了车辆全险。 后来听人说全险也不是全

赔，买车险要自己选择才行，于是，在第二年续

保的时候，她就去掉了几项险种，但是保费仍

然花了 4000多元。 这两年，刘女士驾车并未出

过事故。 今年 3月份，到了又该续保的时候，刘

女士觉得自己的驾车技术已经很熟练了，而且

单位离家很近，十多分钟的车程也不会出现问

题，于是决定只投交强险，商业车险到期后就

不再买了。

“上周末傍晚，我开车从单位回家，刚进入

小区，就有俩孩子骑着自行车冲了过来。 我赶

紧一边刹车一边打方向盘，总算躲开了两个孩

子， 却撞到了路边停着的一辆进口越野车上。

虽然没有人员受伤， 但是双方的车都有损伤，

光修车就花了近两万元。 ”刘女士告诉记者，因

为自己只缴纳了交强险， 所以只获赔了 2000

元，其余的全是自己赔。

平安产险鹤壁中心支公司的负责人表

示，在他们接触的一些案例中，有不少车主保

险到期没有注意，结果就出了事故。“开车千

万不要存侥幸心理， 就是驾驶技术再高超也

不可能防范所有的风险， 更不要说自然灾害

造成的损失。 建议市民注意自己爱车的投保

日期，以免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

保险到期不续保 侥幸心理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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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哪些会更赚钱

很多人投资邮票是出于兴趣或者跟风， 对邮票到底能赚多少钱的认识并非理性。 其实， 作为一种投资

品， 邮票中的买卖学问还真不少。

有两个问题让很多邮票投资者困惑：第一，邮票作为投资品种回报如何？ 第二，投资什么样的邮票更赚

钱？

其实，关于邮票投资回报如何的问题，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方面，由于低流动性、高持有成本和回报的

高波动性，邮票应该提供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由于持有邮票带来的非金钱的愉悦和满足，邮票可能比其他

投资品的回报更低。 新中国邮票的发行回报到底怎样？ 哪种因素至关重要？

邮票的鉴赏是一种艺术，集

邮是最广受欢迎的收藏活动，邮

品的价格在强烈需求下会不断

攀升，使集邮成为一项可获丰厚

回报的投资活动。 早期集邮者

收藏邮票能获得大大超出一年

定期存款的收益，尤其是在“文

革”年代收藏了文票和编号票的

集邮者，平均每年能获得超出无

风险收益 14%~17%的年回报，

而 20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

期收藏纪特邮票的集邮者，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及 80 年代

收藏纪特邮票的集邮者，也能获

得 7%左右的年均超额回报。

但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编

年票的收藏者， 在这 20 年间的

平均收益并不高，仅比相应一年

定期存款年回报高不到 1%，如

果考虑到邮票的交易成本和持

有成本，比如购买邮册、邮票受

潮、被折等可能的损失，纯粹从

回报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得不偿

失的。

集邮界对“什么是影响邮票

回报最重要的因素”一直存在重

大争议，即是“发行量为王”，还

是“消耗为王”，抑或是“题材为

王”？ 这三者都是影响邮票存世

量或需求的重要因素，因而会对

邮票的回报产生显著影响。

到底哪种因素更重要？

邮票和商品相似， 邮票的

价格也应该由供给和需求两方

面的平衡决定。 邮票的供给就

是其当前的存世量， 邮票的需

求则由通信业务对其的需要和

收藏者因其文化艺术价值对其

的需要决定。 对于早期发行或

价格已大大超出面值的邮票，

通信业务对其的需求可以忽略

不计， 因此对这些邮票的需求

只由其文化艺术价值所决定。

而对于新邮或长期打折的邮票

来说， 有很大一部分需求仍为

通信需求。

从影响邮票存世

量的因素来看， 邮票

的发行量越小、 存世

期越长， 自然损耗也

越多、存世量越小；邮

票的面值越低、 每套枚数越少，

越容易被使用消耗，尤其是单枚

邮票被使用频繁， 存世量也较

小；邮票如果同时加发其他相同

邮资图的邮品，如小本票和小版

张，则越不容易被消耗，存世量

越大。

另外，邮票的存世量很大程

度上也由当时人们的用邮习惯

所决定，比如“文革”时期大量人

口上山下乡，当时电话不普及也

没有网络，与亲人朋友的联系往

往只能通过信件，因此邮票的消

耗巨大，造成“文革”邮票存世量

稀少。

不同类别的邮票回报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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