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理性消费

如何少花钱过好日子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对金

融危机下了这样一句评语：

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

束。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从

某种意义上说很大程度正是

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所致。笼

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

下， 精打细算过日子再次成

为上上之选。回归理性消费，

少花钱又不失原有生活品

质，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

学问。

■

衣 比谁买得精

“过去我习惯做‘月光

族’， 花半年薪水买个包，信

用卡常常刷爆， 要父母帮忙

还钱。 最近周围的朋友都在

议论金融危机， 东西当然还

是要买， 不过大家比的是谁

买得好、买得精。 ”银行职员

吴非的观点， 很能代表当下

年轻人的想法。 金融危机对

他们大部分人而言， 还没有

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习惯在

互联网上接受资讯的他们，

却开始为此反思并调整了过

去并不成熟的消费习惯。

“大商场并没有受太多

影响。”上海培罗蒙公司总经

理、 市服装行业协会副会长

金建华告诉记者，前三季度，

国内千家核心商业企业零售

指数同比增长

20.2%

， 比去

年增加

3.5%

。这显示出我国

消费市场稳定性特征。不过，

金建华也表示， 相比受折扣

店冲击较小的化妆品和珠

宝， 大商场服装销售的疲软

在市场上已经显现。

■

食 不上饭店的

美好

“今天你带的什么菜？ ”

南京西路一家美资化妆品公

司的员工，一到吃饭时间，原

先为去哪家餐厅吃饭的大讨

论， 变成了大家在茶水间互

相品尝自带盒饭。 公司提供

的微波炉， 终于派上了大用

场。员工小敏告诉记者，最近

有个帖子在同事间流传，列

着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十

不”，其中之一就是“不”上饭

店。帖子还告诫大家“男的戒

烟，女的戒零食，酒肉朋友一

律断交”。

小敏和同事的选择并不

算“另类”，在一社交网站最

近开展的调查“白领们都怎

样解决午饭” 中，“自己动手

做饭自带”以

44%

的票数位

列第一， 超过了过去最受欢

迎的“外卖、快餐”。不上饭店

的日子， 小敏下班一般在家

里吃妈妈做的“爱心餐”，不

仅健康， 更重要的是她和父

母的交流多了许多。

■

住 以房租差价

养房

“你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怎么还要租房住？”这是半个

月来小田被问得最多的一句

话。

27

岁的小田工作第二

年， 就凭借不菲的业绩收入

在公司附近按揭买了一套

58

平方米的二手房，每月月

供

2500

元。 今年夏天起，小

田明显觉得负担重了， 原先

平均每月

6000

元的收入锐

减为

3000

元左右。而小田房

子地段的租金市场价在每月

2500

元左右，如果出租恰与

月供相抵， 而租一套一室户

的房子每月只需付

1000

元

左右， 这样她的月收入还剩

一半供吃吃喝喝买衣服。

买房出租， 自己再租房

住，以房租差价养房，这样既

不浪费资源， 又一样是惬意

独居，两全其美！

■

行 “骑”乐无穷

“骑”乐无穷，是在浦东

一家银行工作的林先生最近

的口头禅。每天上午

8

点半，

穿好西装、打好领带，一副标

准白领模样的他照例从家里

推出助动车。

20

分钟后，大

大方方将车停在公司车库，

与数十辆小轿车并列。

按理说，年薪

20

万元的

他没必要把日子过得这么

“紧”。 但林先生说， 除去房

贷、女儿教育费和日常开销，

每月仅剩

5000

元左右，攒足

一年后存定期储蓄， 一年也

才

6

万元， 这是我们夫妻心

目中应有现金流的底线了。

万一银行业受金融危机冲击

严重怎么办？ 反正我骑车上

下班，既环保又能锻炼身体，

妻子乘地铁也很方便， 每个

月花

200

元以内。 林先生认

为，手中保持一定现金流，才

是保障生活品质的基础。

其实， 低成本是一种理

智的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成

熟的生活方式。 学着享受低

成本生活，是理性的新主张。

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 全球

经济都面临考验， 懂得理性

有计划地省钱才是硬道理！

将智慧与传统节俭和现代时

尚思维结合起来， 既要节约

省钱，又要享受生活，追求精

致的生活，精明地过日子，这

才是“省”的最高境界。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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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差价大

“在老区，苹果只卖

1.5

元

一斤，新区就得

2

元，前段时间

更夸张， 老区苹果只卖

0.7

元

一斤，新区却要

1.4

元！ 为什么

新区老区之间物价差那么大？

像水果，虽说吃了对身体有益，

但也不是非吃不可， 但是像蔬

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新区老

区之间价格也不一样， 总会差

一些！”提起新老区之间蔬菜和

水果的差价， 前去淇滨菜市场

买水果的王女士显得有些无

奈。

对于市民来说， 冬天最常

吃的菜就是大白菜， 据记者了

解，在老区，白菜最便宜时卖到

1

元钱

5

公斤， 而新区在当时

是

1

元钱

3

公斤，仅

1

元钱，就

差了

2

公斤大白菜。“前段时间

我

1

块钱买了

11.5

斤白菜！ ”

老区枫岭公园门口摆摊的李大

娘对记者说。

对此，

12

月

10

日，记者分

别到新区的淇滨菜市场和老区

的中心菜市场针对市民冬季常

吃的蔬菜和水果价格做了调

查。经调查发现，在新区淇滨菜

市场， 尖椒卖到

5

元

/

公斤，西

葫芦

3

元

/

公斤， 蘑菇

4

元

/

公

斤， 市场外的大白菜

3

公斤

/

元，苹果

4

元

/

公斤，香蕉

4

元

/

公斤。而在老区的中心菜市场，

尖椒

4

元

/

公斤，西葫芦

2.4

元

/

公斤，蘑菇

3

元

/

公斤，而市场

外大白菜则是

4

公斤

/

元，苹果

3

元

/

公斤，香蕉

3.6

元

/

公斤。

就此情况， 记者采访了我

市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葛玉

庆。 葛玉庆告诉记者， 之所以

出现新区蔬菜、 水果的价格比

老区高这种现象， 主要有

3

个

原因： 一、 老区前进路和红旗

街交叉口的农副产品供给批发

市场， 担负着鹤壁市 （不包括

两县）

85％

的农副产品供应，

因此老区的蔬菜、 水果等的价

格比较便宜。 而新区的蔬菜、

水果几乎全是从外地运来， 如

老区、 安阳等， 这在无形中提

高了蔬菜、 水果的成本。 二、

人流量也是主要因素。 相比之

下， 老区人口多， 消费总量也

大。 三、 新区的整体消费水平

要比老区高。

葛玉庆说， 现在位于九州

路西段的四季青农贸市场一期

工程已基本完工， 正在进行招

商。“相信市场建成后，新区农

副产品价格偏高的现象将会得

到改善。 ”

■

房租价格两重天

“新区附近的房子都是这

个价位，总得住吧。 ”提起房租，

在新区工作的刘女士很头疼，

“偏远点儿的房子是便宜，可是

离单位太远了，不方便。我和同

事在单位附近租了套房子，

3

室

1

厅，一个月

500

块钱，一年光房

租就得

6000

块钱。屋子里什么

家具都没有， 租金还不包括物

业费等其他费用。 ”

住在新区王升屯新村的董

大爷告诉记者， 因为有很多学

生在附近的学校上学， 家长们

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和生活环境， 就在附近

租房子。“好多来这儿租房的

人， 一租就是几年， 每年都得

6000

块钱左右。 ”

老区一套

3

室

1

厅的房子

多少钱呢？就此，记者采访了在

老区春雷路某家属院租房的辛

先生。“我租的是

3

室

1

厅，房

子小点儿，

80

平方米左右。 刚

开始一个月

260

块钱， 现在是

280

块钱，因为这里离学校近，

有许多学生家长为了孩子上学

方便在这儿附近租房， 所以相

对来说这里房价贵点。 房子里

面的基本家具，比如桌子、床、

柜子等，房东都给配了。 ”辛先

生对记者说。

据悉， 新区没有装修的

3

室

1

厅房（毛坯房），一个月的

租金一般是

400

元左右， 而简

单装修过的房子， 会达到

500

元至

600

元一个月， 精装修的

就更贵。 而且在新区交的房租

中一般不包括小区物业管理

费， 且房子不配家具。 而在老

区， 一套

3

室

1

厅带一些简单

家具的房子一个月也就

300

元

左右。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现

象。 首先， 新区比老区的环境

好。 其次， 新区的房价比老区

高，租金也就相应比老区高，而

且，在新区出租的房屋中，有很

多是新房，出于人的一种心理，

租金也不会很低。

■

日常消费大不同

刚从老区调到新区工作的

小王也很不适应：“听以前的同

事说，新区的东西比老区贵，当

时没体会， 现在到这边工作了

才知道。拿早饭来说，因为工作

的原因， 有时吃不上正儿八经

的早饭， 就随便买点东西凑合

一下，在老区买杯豆浆五毛钱，

可到了新区就变成一块钱。 平

时喜欢吃棒棒鸡， 在老区两块

钱

1

个，到新区就成了两块五，

而且还没老区的实惠。 ”

“烤红薯在老区卖两块钱

1

斤，到新区就变两块五了，在

新区买个红薯吃都不划算。”市

民孙女士说。

市民郭女士说：“我的头发

都是在老区做， 因为老区比新

区便宜。 前段时间我刚在老区

一个理发店里做了陶瓷烫，才

150

块钱，同样的发型，在新区

做就得

200

块钱左右，相差

50

块钱呢！ 别的发型在老区做也

要比新区便宜

,

烟花烫在老区

也就五六十元， 到了新区就得

八九十元； 离子烫在老区是七

十元左右， 新区就得

100

元左

右。现在我新区的一些同事、朋

友专门跑到老区做头发。 ”

“在新区一个超市里， 我

6

元钱买了

10

个衣架， 质量

一般。 而在老区，

5

元钱能买

10

个， 而且质量明显要比在

新区买的好。” 市民姜先生说。

“前几天我在新区相中了

一件衣服，感觉价格有点贵，当

时没买。后来去老区逛街，在一

家店里发现同样的衣服， 比新

区要便宜

30

块钱，当场我就买

了！ ”市民周女士说。

“我买了个手机，在新区给

手机配了个小饰品，

8

块钱；可

到老区一看， 同样的饰品老区

只卖

5

块钱！ ”市民王先生说，

“所以现在像袜子之类的生活

用品，我全部在老区购买，带回

新区用。 ”

对此

,

新区一位商户告诉

记者： “我们的店铺租金比老

区高， 所以卖的东西比老区

贵。”

■

揭秘差价实因

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

房租高只是物价高的其中一个

原因， 房租的高低与物价的高

低不是必然的因与果。“举个例

子来说， 有一些旺铺， 生意很

好， 它们的租金肯定要比一般

的店铺高， 但是这些店铺里卖

的东西就比其他同类店铺贵

吗？ 不见得！ 就是这个道理。 ”

这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

造成新老区物价差别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 不只是单纯的商铺

租金多少的问题，有很多因素，

如：

◇

发展趋势： 新区是城市

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大批的商

家涌入时， 商铺就显得炙手可

热， 这样就导致黄金地段的商

铺价位升高， 商品的价格也会

随之增高。

◇

人流量： 人流量也会对

商品价格产生影响。 老区因为

人多，商品的更新速度很快，再

者老区的客流量大， 消费者的

选择余地大，价格就相对便宜。

同时， 低价位可以更快地促进

流通，给卖家带来最快的收益，

这样流通速度会更快。 购买促

进流通，流通促进周转，周转促

进购买。

◇

总体购买力： 新区居住

人口较少， 虽然个人购买力要

比老区强， 但是总体购买力不

如老区，商品流通速度慢，商家

手中的周转资金少， 这也是导

致商品价位高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 如经济发展水

平、 整体消费水平、 高消费人

群入住率、 商业网点的聚集程

度等都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不

同。

■

“新区居住， 老区消

费”最理想

记者随机对

20

位市民采

访发现，

17

位市民认可“新区居

住，老区消费”的理念，只有

3

位市民对此表示“无所谓”。“新

区环境好，但消费水平高；老区

环境稍差， 但消费水平低。 所

以， 我和朋友都认为， 新区居

住， 老区消费才是一种理想的

生活方式。 ”市民马先生说。

对此， 葛玉庆告诉记者

,

伴

随着我市的发展步伐， 人口向

新区聚集， 新区人口会越来越

多。人流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

物价的回落， 新区与老区间的

物价差将会逐渐缩小。同时，政

府也在对老区进行治理， 老区

的环境在逐步改善， 如地王广

场的建设、枫岭公园的治理等，

这些对于新老区之间物价差的

缩小也会起推动作用，“新区居

住，老区消费”的理念也将逐步

淡化、转变。 这种消费理念终将

成为市民心中关于城市发展的

历史记忆。

1

减少开支。 减少开

支，当然是指计划外的开支，

没有必要的支出最好该省则

省，尽量少去餐馆，自己在家

做饭，安全卫生。

2

谨慎投资。 巴菲特

说， 成功的秘诀有三条： 第

一， 尽量避免风险； 第二，

尽量避免风险； 第三， 坚决

牢记前两条！ 经济危机之下

的理财更应注重风险控制，

在选择理财产品前一定要上

银率网查询比较一下哪个理

财产品最好， 风险最低。

3

暂缓跳槽。 金融危

机下自然不是跳槽的最佳时

机， 毕竟这个时候大公司招

人的不多，这个时候跳槽，也

未必就能拿到理想的工资。

4

存款保本。 增加保

本理财产品， 是金融危机当

下的最好选择， 资产配置应

以稳健为主， 增强抗风险能

力。 可以选择银行期权类理

财产品， 最好比较以后再决

定。当然，也可以选择安全的

定期存款，虽然利息不高，但

这样更安全。

5

美体变招。 美体其

实就是指美容和健身， 不妨

我们换种方式， 用合理膳食

来美容，用户外运动来健身，

尤其是在冬季， 多些户外运

动和合理膳食， 不仅可以节

约资金，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防止疾病的入侵。

■

相关链接 省钱小妙招

一座城市两种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位
———揭开我市新老区物价差的“秘密”

晨报见习记者 李崇

新区，老区，

哪里东西更便宜？

■

消费锦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