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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俊杰

世界杯开赛，我们今天说说投资者最关注的“世界杯魔咒”。“世界杯魔咒”指的是股市

在世界杯期间，通常都会走低。比如从 1994 年开始的 7 届世界杯，确实跌得要多一些，之前

的世界杯基本都在 6-7 月份，1994 年是连续两个月大跌， 上证指数从 500 多点， 跌到了

300 多点，跌去了 40%，但是这两个月之后，马上迎来了 8 月暴涨，大涨了 135%，9 月份最

高涨到了 1000 点，世界杯虽然跌了 40%，但是世界杯之后涨了 3 倍。

说说投资者最关注的“世界杯魔咒”

1998年就不太幸运了， 赶上

了股市的阶段高点， 连续两个月

跌去 6%，从 1400 一直跌到 1000

点，到了 1999 年 519 行情，才扭

转了跌势，这一波涨到了 2001 年

的 2245 点，2 年翻倍。

2002 年， 我们处于 5 年熊市

当中， 但世界杯的时候表现还不

错，6 月涨了 14%，7 月跌了 4%，

整体还是上涨的。 但随后一直熊

到 2005 年底。 从 1700 多点，跌到

998 点。

2006 年是牛市刚起步的阶

段， 世界杯期间比较平淡，6 月涨

1%，7 月跌 3%。总体比较糟糕，但

是这时候你要是买了股票， 未来

一年，就会从 1600 涨到 6100。

2010 年世界杯是金融危机

4 万亿之后的周期高点， 所以产

能严重过剩，但世界杯期间基本

没跌，随后一波小行情一直持续

到 11 月， 从世界杯期间的 2400

点，涨到了 3186 点，也有 30%的

涨幅。

到了 2014 年，世界杯期间几

乎就是市场最低点，6-7 月份涨了

8%，然后之后一路大涨了一年，从

2000 点涨到了 5000 点。之后千股

跌停。

2018 年大家就更熟悉了，6-7

月份的时候， 刚好是贸易摩擦最

凶猛的时候，所以股市跌了 8%下

去，上证指数 2800 点，后面最低

跌到 2400，还有半年的跌幅。然后

在 2019 年转牛， 并一路涨到了

3600 点。

这么分析下来，世界杯期间，

好像买股票都还不错， 跌得最狠

的是 1994 年，跌去了 40%，等的

最长的是 1998 年， 等了差不多 1

年才回本赚钱。 也有两个历史大

底，比如 2006 年和 2014 年，还有

两个下跌中继，2002 年和 2018

年，所以什么样的行情似乎都有。

但是没赶上过历史大顶， 也没赶

上过估值特别贵的时候。 所以总

体来看，世界杯期间，都还是一个

不错的持有股票的时间窗口。 至

少这届世界杯买的股票指数，在

下届世界杯之前， 都有赚钱甚至

赚大钱的机会。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家里出了些

变故，急需用钱，东拼西凑还是差好

几万块钱，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公积

金账户里有小十万块钱，因为他没

用公积金贷款买过房子，因此公积

金账户里的钱就一直这么慢慢积

攒着没动过。 于是他想，“我这个公

积金账户里的钱可不可以取出来应

急呢？ 虽说我没买房，但毕竟怎么

说这里边的钱都是属于我的，应该

能给取出来吧？ ”

相信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觉得自己的公

积金账户里有余额，反正早晚这笔

钱都是自己的， 属于个人财产，就

想着在缺钱时能够把这笔钱提取

出来应急。 那么这么做究竟可不可

以呢？

公积金确实是可以从账户中提

取出来的，但是有前提条件。 公积

金账户可不像我们的银行卡账户，

只要里面有钱，随时随地都可以去

银行取钱。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第二十四条，公积金只有在以

下几种情况下才能够提取。

首先就是当你购买自住房，或

者进行房屋装修的时候；第二就是

离休或者退休以后；第三是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了劳

动关系；第四是出境定居；第五是用

于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最后一种情

况就是如果你租房子，且房租超出

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 除非是

发生上述六种情况，否则无论你有

什么样的困难，多么需要用钱，公积

金是提不出来的，毕竟住房公积金

属于专款专用，并不能把它当作普

通存款来对待。 如果谁都说自己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缺钱，申请提取

公积金，那么就失去公积金存在的

意义了。

不过如果是依据刚才的第

二、第三、第四种情况提取公积金

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是因为离

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

出境定居的话， 在提取住房公积

金的同时， 应当把住房公积金账

户给注销掉。

存钱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习

惯， 将平时用不到的钱都存起来以

备不时之需，一个国家的储蓄率高，

对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根据相关

数据统计， 我国储蓄率远超于其他

国家， 说明我国老百姓的储蓄意识

是非常强的。

由于我国居民储蓄意识比较强

烈，银行为了方便人们储蓄，相继推

出了各式各样的储蓄方式。 但是这

对于不懂理财的人来说，却犯了难，

因为不知道如何存才是更划算的。

就拿大额存单来说，虽然利息高，但

有很多人却不建议存大额存单，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有四方面，

看完再做决定吧。

何为大额存单？

银行的大额存单与普通定期存

款有些类似， 都是把钱存到约定期

限，银行支付相应的利息。 但是由于

起存门槛比较高， 至少要 20 万元，

所以才被称之为大额存单。

另外， 在存款利率方面也与普通定期存款有

所不同，就拿同样三年期限来说，定期存款利率可

能只有 2.6%， 但大额存单利率却能达到 3.15%。

可见， 储户如果存大额存单能拿到的利息是比较

高的。 那么，为何不建议存大额存单呢？

不建议存大额存单的四大原因

1.�流动性差。首先是流动性差。一般来说，大

额存单是有很多期限选择的， 但由于期限越长利

率越高，所以大多数人会选择存三年期和五年期。

如果将自己所有的闲置资金都存进大额存单，在

期限没到之前是不能随意取出的。 一旦取出，将

按当天利息计算，相当于白存了。

2.�门槛高。 其次是门槛高。 大额存单相比其

他存款方式，起存门槛比较高，并不是拥有多少闲

置资金都能存放的，而是必须达到 20 万元门槛才

行。 但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一次性拿出 20 万

元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再者，即便一次性拿出 20 万元，大额存单也

未必是最好的理财方式，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

获得更高的收益， 比如顺应政策所向涌现的外贸

经济平台的代销等， 起购门槛仅一百多元，20 万

元存满三十天能获得 2000 元利润，显然比存大额

存单更划算。

3.�风险性。 虽然大额存单是银行推出的存款

产品，安全性比较高，也受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

但是银行也是一种金融机构，并不是绝对安全的。

如果在存期内银行出现倒闭， 储户将会面临难以

追回的风险。 即便 50 万元以内的存款追回了，也

需要一定的时间，且追回期间是没有任何利息的，

这也相当于一种损失。

4.�存储选择。 这里的存储选择是指银行的选

择。如果将钱以大额存单的存款方式存放在一家规

模比较大的国有银行里，那么银行能给出的存款利

率是非常低的。 即便起存本金比较多，但能拿到的

利息收益也不会太高。如果选择把钱存在中小银行

里，虽然利息比较高，但资金安全有待考量。

总之， 银行大额存单的利率水平虽然高于其

他普通存款产品，但同时也有四大弊端，所以在去

银行办理大额存单业务时， 一定要认真考虑以上

四大方面的问题之后，再做出选择，切不可因为追

求高利息，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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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取出公积金全部余额，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何 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