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资本品与投资品(资本品的概念是什么)

从始至终，我们的目标是：

实现财富自由，或者至少实现富有（富有的概念见上一篇章）。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是：

确保我们的财富总体上呈增长态势。

如何做到？当然首先应该搞清楚“财富”为何物？

弄明白财富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去掌控它。这并不难理解。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解决财富的概念问题，一并需要探清庐山真面目的还有另外两
个概念：资产和资本。

好消息是：

这些概念都很简单，很容易理解，不需要高端的文化和文凭。

同时，厘清概念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概念好比是风筝的线，顺着线就找到了风筝本身。

方法都藏在概念里。

从逻辑上说，这三个概念之于富有来说，都有很关键的地位，且它们之间有实在的
亲戚关系：

财富是富有的载体，资产是富有的外在表征，而资本则是富有的工具。

一、财富和资产

1、财富、资产的定义

财富的定义很简单：财富是我们的资产的净值，或者叫净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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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是私有的

2）从财富角度分类资产

A）避险资产，通常都是大宗固定资产，比如房产、黄金。

该类资产最重要的特点是保值。

之所以叫避险资产，指的是它能够抵抗绝大部分的风险，能够保住我们的生活底线
。

这些风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常的资产（投资）损失风险，另一部分是指外界
环境风险，包括政治、经济环境等。

B）投资资产，或者叫活跃资产，比如股票、基金、企业股权等。

该类资产的最重要的要素是增值。

投资资产的目的是让我们的财富值保持增长态势。

C）消费资产，也可以叫享受资产，比如汽车、衣服箱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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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资产最大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

他们的作用通常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或者是满足我们的心理感受。

是生活品质的保障。

3、财富活跃部分—投资资产

1）定义

相比之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范围更小的概念：

活跃财富部分。

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财富增值的一把“钥匙”。

财富的可流通部分，或者叫可产生现金流的部分叫活跃财富部分。

活跃财富部分对应的资产部分是：

投资资产部分，即钱生钱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

2）各类资产的表征

总的财富值（总的净资产值）表征了我们的富有情况。

固定资产（避险资产）值表征了我们的抗风险能力。

而活跃财富部分则表征了我们未来财富增值的空间。

财富的增值通常来源于两部分：

A.自有资产的价值增值。应用于固定资产部分。

B.财富活跃部分的收益增值。用于投资资产部分。

比较而言，前者难度更大，而后者（理财）则是我们必备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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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成财富的部分只是收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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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今天你挣到的钱，而财富则是你明天及以后固定拥有的钱或资产。

两者的关系是：

财富=总收入-总支出

财富增量=当下及未来收入-当下及未来的支出

所以，提高收入并不完全等于提升我们的财富值（如果支出增长更多的话）。

财富实际上就是你留下的钱，也就是说财富等于你的收入减去你的支出（包括生活
支出和其他支出）。

2）资产与收入的关系

资产是如何来的？

很显然，是从收入转化而来的。

所以，收入（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总是我们最核心的内容，拥有足够多的收入是
形成大量资产的前提条件。

总的来说，收入有三大去处：

A）消费支出：获得收入之后，扣除各种支出，余下的可支配净收入，则转化为资
产。

可以肯定的是，当收入不高时，支出占比是非常惊人的，往往比想象的要多（不信
的可以记记账）。

各种支出包括：a）收入本身需要缴纳给国家的税款（任何收入都有税收）；b）为
获得收入付出的成本（比如食物和交通就是我们上班所需要的成本，理论上，如果
我们吃了食物而不能获得收入那是“白吃”，财富自由者除外。）；c）家庭其它
必要的支出（比如教育、保险、医疗、赡养老人等）。

B）固化成资产：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或者避险资产（比如黄金、茅台等）；

C）投资资本：这部分主要是指收入转化为资本用于投资或者理财，使其在未来产
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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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后两种用途即可描述为：收入转化为资产。

因此，结论是：

收入减去必须的开支，剩下的就形成了资产。

二、财富、资产的处置方案

1、提升财富的途径

1）开源节流式

由于财富增量=当下及未来收入-当下及未来的支出

因此，如果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财富，或者说要使得财富增量为正，理论上是两条途
径：

一个是增加我们的收入，另一个是减少我们的支出（包括为保证生活水平的支出）
。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常识：

多挣钱，少花钱。

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多挣钱意味着更辛苦，少花钱意味着更少的享受。

这恰恰是人性所不允许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财富自由者
都是个顶个的高手：他们能够超越人性的本性—他们更自律、更努力。

而如果你做不到“更多的辛苦和更少的享受”，那最低的要求是：

让支出少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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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永远要让花的比挣得少。

这是你必须要做到的。你总不能将自己的享受范围凌驾于你自身的能力范围之上，
自知之明至少要有！

资产配置与风险控制息息相关

B）根据投资能力（控制风险能力）来确定资产配置比例。

避险资产和投资资产相比较，当然是投资资产更关键，他承担了资产增值的主要压
力。

那如何配置？答案是：

看你的控制风险（或者叫抵抗风险）能力。

如果你控制风险能力出众，可以悉数配置投资资产都没问题。

当我们的控制风险能力或投资能力为零的时候，那就只能全部配置避险资产。

控制风险能力如何判断？

 a）投资经验，投资经验越老道，控制风险能力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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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基础条件，如果你的学历很高，或认知很高，或综合能力很强，那你的抵抗风
险能力就会越强；

 c）收入。如果你现在的收入就很高，那你的控制风险能力就更强。

 d）年龄。如果你很年轻，那你的抵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因为年轻不怕失败，
大不了重头再来。

而如果你已经七老八十了，那身体条件也不允许你再有任何风险和闪失了。

2）具体的供参考的资产配置比例范围是

A）20%—50%的资产为固定资产或者是避险资产。

适当的避险资产可增加家庭资产的稳健性。

对于年龄大的人来说，选取高限，反之适用低限。

B）30%—70%的资产应为活跃资产，或投资资产。

控制风险能力足够的话，越高越好。

C）10%—20%的资产为消费资产。

与投资资产相反，该项比例越低越好，这个比例也就给了我们消费的上限，比如买
车，我们最多投入我们资产的10%用于买车，否则就会导致资产配置失衡。

3、财富与生活水平的关系

1）严格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正向相关关系。

甚至可以说它俩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财富与收入倒是有一定的关系，而收入与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就好比A和B是同学，而B和C是亲戚，因此A和C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2）生活水平与两个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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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另一个是我们的主观要求。

生活水平，从技术上来说是由我们的收入决定的，跟我们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理
论上，我们收入有多少，我们就能相应地有什么样的生活水平。

收入少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无限制地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如今的各种贷款让
我们仍然可以让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高于
收入的水平，也就是透支未来的潜在收入来提升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可以说，生活水平实际上是由我们的意愿也就是我们的选择决定的。

我们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会选择什么层级的生活水平，比如我们想过比较
奢靡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不断地购买各种高价格的物质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
比如食物和衣着配饰等。

如果我们收入低，我们就会透支未来的收入。

而如果我们收入高，我们既可以选择过奢靡的生活，更可以选择过朴素的生活。

因此，结论是，本质上来说：

只要收入允许，实际的生活水平是由我们的主观要求决定的。

而生活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也并不是绝对的正向相关关系。

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说，幸福感是由一个相关关系决定的，那就是我们想要的生
活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如果我们实际的生活水平高于我们想要的
生活水平，那么我们的幸福感就会更高，反之就会更低。

所以，对于生活水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A.尽量简朴节约，对未来的财富稳定有莫大的好处；

B.另外，对自己的辛苦程度也会有更少的要求;

C.如果自身本身能力就不足，那就更是不要有过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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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终极目标是提升幸福感

总的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财富不断增值的同时，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因此我们要同时做三件事：

1）一方面要提升收入；

2）另一方面是要减少我们的支出；

3）同时还要从内心深处真正降低我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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