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行理财工作室———您身边的理财专家
李剑：

13700765216

宋书敏：

15937612955

建
行
理
财
工
作
室
特
约

[生活圈·财经]

责编：刘方创意：刘学萍质检：刘凤

2017

年
8

月
2

日
星期三12版

手机支付普及的新变化———

出门不用带钱包 花钱速度“蹭蹭蹭”

人到中年，保险必须买

上有老下有小，简简单单
6

个字，却是压在中
年人身上的千斤重担！ 有的人说，人到中年，事业
小有所成，人生小有所悟，上有高堂可膝前尽孝，

下有儿女可传承血脉，正是人生黄金期。其实没说
到另一面，中年人有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下
危机告诉你，中年人其实很脆弱。

危机一：家庭责任重大
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是老少依靠的支

柱：家里有六七十岁的父母要奉养，医疗和赡养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子女正在上学，或刚踏入社
会工作，教育费用和协助子女工作、成家又是一
笔重大开支；此外，还有房贷车贷等大额支出，家
庭责任重大，基本上是“不能倒”的支柱。

危机二：健康状况步入转折期
俗话说，“

40

岁以前人找病，

40

岁以后病找
人。 ”这是中年健康的写照。到了中年以后，人体
的各项机能不能和年轻时相提并论，身体状况开
始步入转折期。 同时，随着压力的增大和工作的
繁忙， 很容易让中年人不注意生活习惯———抽
烟、喝酒、熬夜等，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使原本
处于转折期的身体产生病变。

危机三：养老问题日益严峻
从前人们靠“养儿防老”，如今这种观念要改

变了，现代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养老还需要靠自
己。但目前，延迟退休、通货膨胀等现实横在中年
人眼前， 并且随着我国人口寿命逐年延长，未来
养老成本越来越高。

危机四：婚姻风险不容小觑
有调查显示， 两成左右中年人的婚姻状态

不尽如人意，部分人坦言面临婚姻危机，调查在
对比分析中年男女对目前婚姻状态的感受后发
现， 女性对婚姻状态的负面感受明显高于男性。

中年人婚姻风险不可小觑，处理不当，很有可能
“赔了夫人又折兵”———失去了另一半的同时，对
财务也造成巨大的损失。

危机五：资产保值与增值
中年一代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好时机，很

多人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 面对眼下经济步入
转型升级时期， 各类投资收益增长不如以前，如
何让现有财富增长也是他们非常忧心的一大问
题。面对这些危机，应该提前给自己准备份保障。

那么，中年人买什么保险合适呢？ 如何给自
己一份完善的保障？

一、对于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人来说，随着
职位越来越高，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家庭也处于
稳定的婚姻期。 综合考虑，就应该在意外险的基
础上，增加医疗保障。 建行热销“百万身价

+

康佑
2

号”是最佳的黄金组合。 “百万身价”每年仅需
千元左右的投入， 即可享受百万身价。 “康佑

2

号”是一款专为防癌而设定的保险，可自行选择
30

万元至
100

万元不等的保额， 产品最大特点
是确诊给付。

二、 除了意外险和重大疾病险之外，还可以
选择具有投资功能的保险产品，为自己的养老作
打算，则可以购买一些具有投资功能的养老保险
产品。 建行热销的龙耀一世，复利

3.3%

，可以提
供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建萱）

“打开手机、输入转账密码、

嗖！钱便转账过去了！ ”有数据显
示，这样的动作每天被执行几亿
次。 如此环境下，不少人感慨，出
门都不用带钱包， 钱也越花越
快。 随着手机支付的普及，其对
人们的“钱袋子”究竟有没有影
响呢？

移动支付普及缩影：商贩嫌
找零麻烦

“不扫码支付连个煎饼都不
好买。 ”住在北方四线城市的米
卡

(

网名
)

吐槽，她经常去的一个
煎饼摊出了“新规定”：建议消费
者优先选用手机扫码支付，因为
找零太麻烦了。

其实，这只是中国移动支付
普及下的一个缩影。 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

12

月， 中国手机网上支
付用户规模达到

4.69

亿，年增长
率为

31.2%

， 网民手机网上支付
的使用比例由

57.7%

提升至
67.5%

。 中国网民手机银行使用
率也达到

48%

，覆盖用户
3.3

亿。

微信支付给中新网提供的
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腾讯移动支付月活跃账户及日
均支付交易笔数均超过

6

亿。 据
2017

年一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
全景报告显示，支付宝月活跃用
户也达到

3.53

亿。

手机支付的普及让钱花得
更快？

随着手机支付的快速普及，

这是否会影响到人们花钱速度
呢？ 很多人给出肯定答案：“花钱
更快了”。 因工作原因，经常需要
出差的静静

(

化名
)

深有体会，“原
来走访各地， 看到一些特色产
品，忍不住就想买，但可能因为
当时身上现金不够，就放弃了。 ”

“现在不同了，线下线上一样
方便，大到购物中心，小到卖水果
的小摊，都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
等。订车票、订外卖、订旅馆、打车
也都可以用手机

APP

解决，‘衣
食住行’几乎全包了，不知不觉，

就花出去很多钱。”静静接受中新
网采访时说。

“原来去菜市场买菜，有个
零头， 一般老板就会主动给抹
了。 现在用手机支付，自己不好
意思提， 连整带零都会支付过
去。 虽然都是小钱，也算是比原
来多花了。 ”不止一位受访者谈
到了类似的生活支付场景。

最新发布的《中国第三方移
动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显
示，

2017

年一季度， 国内第三方
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

18.8

万亿元，环比增长
46.78%

。

移动支付安全机制越来越
完善

随着手机支付的普及，其安
全性也越来越引起关注，尤其是
近日不断曝出，有不法分子用伪
装的二维码来窃取用户个人信
息或账户资金。

据媒体报道，

7

月中旬，武汉
一烧烤摊的张老板在收摊时意

外发现，摊位上收钱的二维码被
人调了包， 顾客买单的钱被“截
胡”，损失了一两百元。随着共享单
车的走热，不少人反映，有假的收
款二维码被贴在了车身上，消费者
稍不留意，钱可能就被收走了。

不过中新网在采访中了解
到，大部分人对移动支付的安全
性表示信任。 移动支付企业也在
努力不断地提升安全性。 微信支
付和支付宝也早就提出了“你敢
付，我敢赔”的支付安全保障计
划。 支付宝还提出，如果商家的
收钱二维码被恶意替换、 调包，

其损失的资金也将能通过保险
公司获得赔付。

移动支付发展形成倒逼趋势
微信支付提供的资料显示，

以微信支付为核心的“智慧生活
解决方案” 至今已覆盖超过

100

万门店
30

多个行业，用户可以使
用微信支付来看病、购物、吃饭、

旅游、交水电费等，微信支付已深
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情况下， 移动支付发
展对商户的倒逼现象突出。 此
前， 有小商贩接受中新网采访
时就表示，如果他不用微信付、

支付宝等， 恐怕生意都会受到
影响。

不过，艾瑞最新发布的报告
显示， 中国移动设备的渗透率
和支付场景覆盖率基本饱和，

未来线上线下融合和支付场景
创新将是支撑移动支付增长的
新动力。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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