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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垠杉

“就放着吧，不想再看了。”徐天行决

定跟自己缩水的基金达成“妥协”。

作 为 95 后 ， 徐 天 行 “ 入 场 ” 不 算

早 。 今 年 年 初 ， 他 禁 不 住 朋 友 们 的 各 种

“安利”（强力推荐），拿出 1 万元，买了

白酒、医疗等六七支基金。在春节假期前

一天，基金涨势喜人，徐天兴还庆幸自己

“有点投资头脑”。

以为“买了就能赚”的，不仅仅是徐

天行。

中国新闻网曾援引某研究机构的调查

数 据 可 部 分 佐 证 ： 新 增 “ 基 民 ” 中 ，90
后是主力军。该调查显示，仅 2020 年上

半年，新增“基民”2000 万。其中，18-
34 岁群体占比达 60%。2 月 24 日，某投资

平台公布的数据亦显示，购买了 3 支及以

上不同板块基金产品的投资者当中，半数

以上是 90 后。

在热搜话题#基金暴跌年轻人为什么

躲不过被割#中，表达“懊恼”的留言颇

具代表性：“我不是来赚钱的吗”“不卖就

是不亏”“一入就踩雷”⋯⋯

时至今日，徐天行惦记的只剩下“什

么时候能离场”。

“玩”基 金 要 不 要“粉”明
星基金经理

社交平台上，基金经理“饭圈化”来

势汹汹，很多下场的年轻人“看人下单”

的投资方式引发了不少讨论。

易方达基金经理张坤，目前管理的基

金规模超 1200 亿元，在业内有“公募一

哥”之称。出色的业绩，也招徕了很多年

轻“基民”。仅在微博平台上，张坤全球

粉丝后援会已初具规模。

他们自称“ikun”，谐音“爱坤”。海

报、表情包、数据打榜⋯⋯张坤拥有与粉

圈流量明星同样待遇，微博@易方达张坤

全球后援会 粉丝人数目前已近 3 万。与

娱乐明星经常“营业”不同，尽管张坤本

人的真实动态并未披露太多，粉丝们依然

“坤坤放心飞，ikun 永相随”。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在基金经理

“饭圈化”的现象中，看到了上一辈股民

热捧“巴菲特的午餐”的身影。

“带着逐利的心理，人们总会不自觉向

优秀的人靠近，类似巴菲特式的人物已在

很长的周期内表现出色。”郭田勇在接受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业还应

该是一个严肃、具有较强专业性的行业。

可是，在买基金的年轻人中，总不乏

“玩”的心态。

徐天行承认自己是热议话题#基金投

资成年轻人社交工具#写的那类人，纵使

基金起起伏伏，却也不忘自我调侃。

他所在的基金类微信群，从早上 9 点

半开始就不会消停。徐天行觉得，“没有

从群里学到什么，主要就是交流段子，大

概有 80%的时间都是闲聊”。比如，今天

走势不好，那“低情商”的表述是今天基

金跌了，“高情商”的表述则是今天基金

（绿） 对眼睛好⋯⋯

一旦市场行情不好、基金大幅下跌，

“ 基 民 ” 们 对 明 星 基 金 经 理 的 爱 说 变 就

变。心态炸裂的网友已经忍不住把对张坤

的 称 呼 从 “ 男 神 坤 坤 ” 变 成 了 “ 菜 菜

坤”。今年 1 月，“希望理性购买基金，不

要 赚 了 钱 就 叫 我 蔡 总 ， 亏 了 钱 就 骂 我

菜。”这句调侃诺安基金经理蔡嵩松的段

子更是在各大平台广为流传。

中财龙马资本董事长雷杰在接受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经理“饭

圈化”算不上违规，90 后、00 后无论追星还

是理财，都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所谓追求

或信仰目标。但是，基金收益好就追捧明

星 经 理 、 净 值 下 跌 就 把 基 金 经 理 骂 上 热

搜，这样盲目跟风不但容易丧失正确判断

力，也不利于基金管理人对产品的管理。

母婴博主、美妆博主给你
“财富密码”？

“想要财富密码，想要一夜暴富！”抱

着这个念头买基金的年轻人，粉基金经理

可能只是第一步。

根 据 B 站 发 布 的 数 据 ， 较 之 于 2019
年，2020 年 B 站投资理财类视频播放量同

比增长 464%。微博的基金超话高居财经

超话第一位，已经有 24 万用户关注，阅

读量达 17.5 亿。

打开 B 站、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各

个平台，“投资学博主”并不鲜见。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投资类博主大致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职的财经博主，

以分析市场、推荐基金等为主。郭田勇将

他们类比成当年电视节目上的“股评家”。

“这些人其实是在打监管的擦边球。”

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证券公司，一位基金

销售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难

说他们有资格认证。在社交平台上，只要

发布相关内容积累到一定的影响力，便可

以成为所谓财经、投资博主，而粉丝并不

能准确识别博主的专业水平。

按照证监会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及销

售机构应了解投资人信息，坚持投资人利

益优先和风险匹配原则。根据投资人的风

险承担能力，来销售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

把合适的基金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投资人。

但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仅仅是单向

操作。博主只需要提供自己的收益情况，

就 能 吸 引 来 大 批 拥 趸 。 再 加 上 巧 妙 的 话

术，适当提醒风险，“持仓不过 10 万元的

博主，完全可能忽悠了一大批手中有大量

资金的年轻人。”这位销售人员说。

至于另一类“野生投资学博主”，他

们多是社交平台上的头部 KOL，掌握了

最优质的流量，但来自美妆、母婴、教育

等不同领域，无法证明具备专业金融知识

和长期投资经验。反而是“小白”“入门”“手

把手”这些推荐话术，让“财富密码”在这里

显得更简单易得。

一位 90 后教育领域的 KOL，每天都能

收到上百条理财相关的推广邀请。有的是

直接推荐基金，也有诱导网友开户、售卖课

程之类的邀约。因为小红书上卖课的推广

会被封禁，所以一般是引流给某个指定的

销 售 客 服 ，入 门 级 课 程 的 售 价 一 般 也 要

600 元起。而拉人开户，交易平台会按人数

提供推广费，一旦这些消费者产生了交易，

博主也能从中抽成。

“至今我只接过两次这样的推广，都是

交易平台提供素材。”他说，其实如果无法

评估其中的风险，就不能对粉丝负责。

但他并未否认，在同一层级的博主中，

有人会为了推广费，而去伪造收益截图、推

荐基金。

上述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类博主所

提供的信息往往是极其基础的常识，只是

借助话术包装成各类理财秘籍。

怎么才能让年轻人理性买基金

3 月 初 ，有 消 息 称 华 夏 基 金 经 理 蔡 向

阳、易方达基金经理张坤、景顺长城基金经

理刘彦春、中欧基金经理葛兰等明星基金

经理将受邀参与某档综艺节目。

3 月 3 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关于

公募基金行业投教宣传工作的倡议》，其中

提到：公募基金管理人开展投教宣传活动

时，应注重专业、诚信、合规，引导投资者树

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和理性投资；严禁娱乐化，不得与国家相

关精神、社会公序良俗相违背，各机构不得

开展、参与娱乐性质的相关活动。

徐天行觉得挺好，“刹住了基金经理被

消费的车”。

“别把投资变成打赏。”在郭田勇看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他曾数次提及“基金

经理专业的投资能力，才是其生存的基础。

无论何时，基金经理都应保持低调、务实的

能力。”

基金经理循着“长期投资理念和客观、

真实、准确的原则”好好营业。但另一方面，

遏住各路博主“教别人买基金，比自己买基

金赚钱”的野蛮生态，是让年轻人理性买基

金的当务之急。

在 B 站和小红书搜索“基金”，映入

眼帘的都是“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的提醒。但那位头部 KOL 也坦言：“平台

只会限制在本平台上过于违规的基金推荐

行为，并不限制博主将粉丝直接输送到销

售手中。”

雷杰表示，证监会此前曾明确“非法证

券投资咨询”的定义，即指有关机构或个人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擅自从事为投资者

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

等，直接或者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

“各种大 V、UP 主进行的投资建议、分

享知识其实都是不合规的。”他提醒说，投

资者接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服务，一定要

通过经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经营业务资

质的合法机构进行。不论销售的是培训课

程还是交易技巧，只要向投资者推荐了或

提供了投资建议，并直接或者间接获取经

济 利 益 的 ，均 属 于 从 事 证 券 投 资 咨 询 业

务，需要取得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资格。

现在，不少年轻“基民”涨了就晒收

益率，而评论区里大声叫嚷着来“相亲”

的也不在少数。跌了，大家都是“心碎的

买基男孩/女孩”。而当基金被频频骂上热

搜，“投资有风险”似乎才真实可信。

做好针对年轻投资者的金融教育，已

经引起了各方关注。

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东北育才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高琛就说：

“ 很 多 在 校 大 学 生 参 与 到 了 贷 款 、 炒 股、

购买基金等金融活动中。但由于他们缺乏

金融基础知识，容易落入金融骗局。”高

琛建议，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的教

育和引导，对学生开展金融知识和金融管

理的普及教育，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金融

素养。

雷杰认为，基金管理人在保证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在年轻投资者较为活跃的平

台上，利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创新基金宣

传推介，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更易于接受，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基金理财知识的普及。

“说到底，买基金还是年轻人的个人行

为”，郭田勇说，“每一代人初进投资市场，都

需要摸爬滚打。鼓励年轻人投资是没错的，

但投资有风险这种话怎么说也不过时。”

年轻“基民”：理性买基金有这么难？

□ 李二丫

“新买的保温杯？”下班回家，看到
桌子上多了个绿色保温杯，我随口问
道。

一旁喝粥的老妈笑了两声，没说
话。看来其中有蹊跷。“扫码送的？”我
锲而不舍地追问。

“什么送的！你妈让人忽悠了！”老
爸正在房间里陪外孙玩，忍不住插话。

回想我之前为领一份免费礼品，结
果花了 100 元才从店里脱身的经历，我
不禁为老妈感到担忧。

几秒钟的沉默后，老妈终于开口：
“你还记得路边发小红旗的人吗？”

这一阵，小区附近有几个人穿着高
仿志愿者红马甲的衣服，拿着一把小红
旗，见人就发。

路人接过小红旗后，他们会引导大
家去旁边店里领免费的保温杯——也就
是我一进家门就看到的那个保温杯。禁
不住人家的再三邀请，老妈鬼使神差地
想去看看：到底为啥能免费领东西。

这就向陷阱迈出了第一步。
老妈拿着小旗找到那家店，发现前

面还有八九个人也摇着小旗等着领东
西。店门口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介绍：可
以免费领一个养生壶。众人欢欣鼓舞，
拿了东西想离开时，被工作人员拦住
了：“大家去里面登记一下，也好知道
是在我们店里领的东西。”

一群人蜂拥着进了店里，店员却不
提登记的事，开始演示一口神奇的锅。
这锅据称是石头做的，养生保健效果极
佳。店员扔进去一把干玉米粒，噼里啪
啦就爆成了爆米花。

“真的很神奇！”老妈回忆“上当”
经历，还是忍不住称赞。

“可是这跟玉米品种有关啊！我姐
以前送了一袋这样的玉米，在普通铁锅
里就爆成了爆米花。”我忍不住打断老
妈，“然后呢？”

“然后店员就说，这款从上海运来
的锅免费送，收 10 元运费贵不贵？大
家都说不贵！”老妈又嘿嘿一笑。于
是，有人掏出 10 元现金，有人拿出手
机转账，痛痛快快交了钱。

见大家交完钱，店员继续揭秘：
“其实，刚才收 10 元是一场考验，我们
一分钱也不要。”说着，就把 10 元挨个
儿还给大家，边发钱边说这是个玩笑。

紧接着，店员说“再跟大家开个玩
笑”。他拿起养生壶和电饭煲问：“这 3
个锅400元卖给你们，贵不贵？”

大家纷纷说：“不贵不贵！”老妈也
真心实意地觉得不贵。于是，有人拿出
手机转账，有人低头掏现金。还有个人
凑来凑去只有 300 多元，唉声叹气地被
排除在外。

众人交了钱，拿了 3 口锅以及号称
“免费领取”的保温杯，店员却做出送
客的架势。这时有人开始觉得不对劲，

“不是说开个玩笑吗？”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孩有些茫然：

“这锅真卖给我们啊？400 元不退了
吗？”旁边也有人嘟囔：“是啊，我也以
为钱还退回来呢。”

店员毫不含糊：“你想啥呢？当然
是真卖了！”

老妈拎着 3 口锅走出店门，越想越
觉得上当。不好意思的她把锅悄悄藏到
杂物间。

“其实 400 元买 3 个锅也不贵，是
吧？”这时候，老妈还试图维护她的消
费成果。

贵倒是不贵。只不过在搜索引擎和
电商平台上，我怎么也搜不到这几口神
奇锅的“品牌”。

精明老妈踩进免费陷阱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茜

“ 人 还 在 ， 钱 没 了 。”2021 年 春 节 过

后，随着基金行情一路下跌，不少年轻人

“梦碎”基金场。

90 后 小 武 也 是 其 中 一 员 。 不 过 ， 他

同 时 也 是 投 资 课 程 制 作 人 ， 俗 称 “ 卖 课

的”。这个身份，让他来不及为自己的亏

损忧虑，反倒得先想办法抚平客户“破碎

的心”。

小武供职于一家规模不大的私企，除

了基金付费课程外，公司还有一些股票、

房地产和奢侈品等投资课程。他们时常会

邀请一些基金经理、银行高管等金融行业

人士来录制课程，再由公司分发给各大互

联网平台。

相对于其他课程的价格，基金课定价

并不高，一套 10 节的课程，价格在 99 元

左右。“这种小体量的课程比较适合年轻

人，看完不可能立马变‘大神’，只是引

导他们投资更理性。”小武说。

此前，某平台发布的 《中国家庭理财

趋 势 报 告》 指 出 ， 2020 年 新 增 “ 基 民 ”

中 ， 30 岁 以 下 的 年 轻 人 占 到 了 一 半 以

上，年轻化趋势明显。

2020 年 行 情 大 好 ， 过 完 春 节 ， 小 武

的公司就开始忙起来，准备迎接下一个红

利期。然而，他们发现，此前市场的狂热

并未在课程销售数字上体现出来。相反，

一些打着“限时 0 元”旗号的理财课，更

受基金“小白”的青睐。

小武表示，这类“免费”理财课一般

采用“短期赚百万”“保证收益率”的话

术 进 行 推 销 ， 并 不 断 强 化 “ 限 时 低 价 ”

“限额低价”的概念，让年轻“基民”产

生“收益大于成本”的强烈对比感和紧迫

感。

记 者 加 入 了 某 平 台 “ 小 白 理 财 训 练

营”后发现，培训老师会在微信群满 200
人时开始授课，短短半小时内，有 30 多

人扫码进群。

套路出现在基础课程结束后。老师推

荐 了 进 阶 课 程 ， 而 该 平 台 的 页 面 显 示 ，

“进阶训练营”费用标价高达 1080 元。

这还不是最狠的。

在 知 名 消 费 服 务 维 权 平 台 黑 猫 投 诉

App 上，关于“基金课”的投诉已达 200
多条。有消费者表示，自己交了 7999 元

学 费 ， 进 入 所 谓 “ 金 卡 进 阶 班 ” 微 信 群

后，只上了一天课，群就被关闭。

“对于基金与股票投资来说，除了固

收类定期理财产品，承诺收益率的课程一

般是假的，毕竟市场有风险。此外，投资

人需要在市场上经历牛市熊市波动，用时

间来提升自己的‘财商’，对短时间‘从

入门到大神’的课程也要保持警惕。”小

武分析说。

盯上年轻“基民”的不只“免费”财

经课。

小 武 和 同 事 观 察 ， 大 部 分 年 轻 “ 基

民”不具备传统投资者分析财务报表的基

本能力，越专业的课程越不容易吸引人。

反倒是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

的博主，轻轻松松就用简单直白的话术吸

引了大量粉丝。

“日赚 5000！史上最全基金教程”“全

职妈妈一年 200 万入袋，最好的投资机会

在这里”⋯⋯小红书上，不少博主满心喜

悦地分享着自己的“喜讯”。每当看到这

些视频，小武都不免冷笑：“又是‘割韭

菜’的套路。”

这些套路在小武看来太易识破，但动

辄 十 几 万 的 点 赞 量 ， 还 是 不 得 不 说 “ 买

单”的“基民”不在少数。小武注意到，

这些好为人师的“理财大神”大多非专业

出身，有的甚至还是美妆博主半路转型，

也没有相关的从业经历和证书。

吸 引 年 轻 “ 基 民 ”， 除 了 这 些 “ 荐

基”博主，还有一类是调侃金融市场的段

子手。

2017 年 ， 在 入 职 现 公 司 之 前 ， 小 武

也曾在一家自媒体工作。这家自媒体的主

要账号是财经圈的“知名财经博主”，在

微博上拥有 300 多万的粉丝。

在微博上，这类博主比比皆是。他们

往往没有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等资格证

书，也不会涉及专业金融知识。但幽默风

趣的调侃段子像一把精准的镰刀，收割了

一批又一批的流量，成为基金频上热搜的

强大推手之一。

显然，这类博主瞄准的，并非金融领

域的专业人士。他们需要覆盖更多“普通

人”，通过流量、投放等等方式获利。

“年轻人在前一类博主的推荐中积攒

‘怨气’，接着在另一类博主中得以宣泄情

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闭环。”小武笑称。

除社交平台外，金融平台的推荐机制

也在无形中助推年轻人对基金的追逐。

小武表示，为了吸引用户眼球、促进

购买，不少平台会将短期内收益高的基金

展 示 在 首 页 或 推 荐 位 。 一 位 微 博 网 友 抱

怨，“某平台自选基金里，连涨几天就推

荐，持续下跌的基金，却不见标注。”

小武身边不少年轻朋友急于“追涨”

挣钱。他们入手的大多是排行榜里的前几

名基金，代表高收益率的红色数字，就是

催促他们“及时上车”的利器。

可 是 ，当 2021 年 的 第 一 盆 冷 水 泼 下

来，这些朋友们已经忘记了“上车”时的不

由分说，争先来问小武“怎么办”。

短期收益率不代表未来趋势。小武说，

“真正选好基金要看很多方面的因素，热点

行业或领域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平台上

的基金推荐机制难免会产生误导”。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套路不止于此。记

者打开某基金理财页面后，一个随机红包

跳出，红包金额 3.18 元，但不可提现，只

能在购买基金时使用。而至于体验哪只基

金，平台早已安排好，就附在红包金额数

字的下面。那条红彤彤的上扬线，暗示你

这场“体验”看起来“稳赚不赔”。

记者注意到，理财页面里，会不时有

券商做基金销售直播，每场都能吸引上万

网 友 观 看 。 点 进 “ 答 疑 专 场 ”， 可 以 发

现，他们在科普投资常识的同时，“直播

带货”也早已经安排好了。弹幕里，网友

追问的“财富密码”，必然就是直播间购

物车里的自家基金。

“万物皆可直播带货。冲动买衣服还

可以退货，但在还没搞清楚理财基本逻辑

时，就被主播牵着鼻子买基金，最终伤心

又‘出血’的还是自己。”小武表示。

90后“基金理财课”销售：

别中了套路，又缴了智商税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垠杉

3 月 16 日，是农银汇理旗下基金经理

梦圆管理“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基

金”的第 20 天。

据 公 开 资 料 ， 梦 圆 “92 年 出 生 ， 本

科就读于北大，研究生在英国留学”。梦

圆 已 有 证 券 从 业 经 历 6 年 ， 从 研 究 员 做

起，到基金助理，2 月 24 日开始担任基金

经理。

在很多人眼里，不到 30 岁就出任基

金经理的梦圆，已经“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年后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股

票 基 金 的 跌 幅 已 近 20%。 基 金 交 易 平 台

上，梦圆一张小小的照片成了网友肆意发

挥的“题材”。有网友恶狠狠地在评论区写

下“人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却也有人调侃

“长得好看就该被原谅，冲着好看就该买”。

摇摆不定的评论，梦圆成了年轻人基

金梗里的“工具人”。

匆忙入局的年轻人，不断玩梗，却难

掩 彷 徨 。“ 不 理 财 ， 财 慢 慢 没 了 ； 理 财 ，

财可能很快没了”。不少“基民”把矛头

转向离基金市场最近的人，“都是基金经

理和大 V 在做局，你品，你细品”这样的

评论不绝于耳，更有茫然的年轻人发表着

“做时间的朋友”这类所谓高情商发言。

中财龙马资本董事长雷杰早已注意到

年轻人对待基金的态度，“相较于银行存

款和现金理财产品，基金净值波动较大，

业绩表现受到市场环境、基金经理管理能

力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以娱乐化

的方式对待基金投资并不可取。”

3 月 9 日深夜，某互联网平台发布了

《致投资者的一封信》。虽有许多看似开脱

的 解 释 被 网 友 怒 斥 “ ‘ 赚 ’ 着 说 话 不 腰

疼”，但一句“面对市场波动，最好的方

法 不 是 去 预 判 市 场 ， 而 是 去 思 考 应 对 方

式 ”， 倒 显 得 中 肯 。 评 论 区 里 ， 有 人 写

道：“自嘲是年轻人化解情绪的幽默，但

那些连交易规则都不清楚的人，就别出来

贩卖焦虑了。”

某二手交易平台显示，市场波动的一

周内，有 20 万人用“基金亏了”的噱头变卖

二 手 货 品 。基 金 的 娱 乐 阵 地 无 需“ 代 代 相

传”，自有年轻人“生生不息”地造梗。

“年轻人本身有锐意进取的个性，基

金是与之风格相匹配的投资方式，年轻人

买基金并不是一句玩笑话。”中央财经大

学教授郭田勇认为，年轻人买基金应是一

件 好 事 。 从 宏 观 层 面 来 说 ，2018 年 的 资

管新规出台后，一些保本保收益的投资产

品基本被清除，逐步打破刚性兑付，化解影

子银行风险。当人们清醒认识到“零风险、

高收益”是“天方夜谭”，基金投资成为主流

投资方式有了更多的可能。

在 前 文 提 到 的 信 中 ，有 这 样 一 句 话 ，

“在当前市场波动加大的情况下，我们更应

该相信专业的力量，给投资经验丰富、能力

全面、回撤控制能力强的绩优基金经理更

长的时间进行专业的运作，用时间换取投

资增值。”

专 业 的 基 金 管 理 人 要 恪 守 “ 受 人 之

托 ， 代 客 理 财 ” 的 初 心 不 动 摇 。 雷 杰 表

示，基金管理人要严格自律，规范营销，

不应诱导投资者过度投资、冲动投资。同

时 ， 帮 助 投 资 人 正 确 看 待 基 金 投 资 的 波

动，致力于引导长期投资行为。

郭田勇透过具有保持长期高回报率的

基金经理，也看到了“低调、务实”的气

质。“什么时候巴菲特这样的人，是靠发

发 微 博 来 涨 粉 赚 钱 、 回 馈 股 东 ？” 他 说 ，

“ 路 遥 知 马 力 ， 基 金 始 终 是 个 专 业 性 强、

需要长时间坚守的行业。”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一代代基金经理

穿越“牛”“熊”，成为“屠龙”勇士，年

轻人能否也别盼着做那只风口上的“小猪

猪”？

雷杰认为，年轻的投资者走出盲目跟

风购买基金的关键，在于建立投资常识，

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让他们对市场有足

够认知，拥有自我判断能力。这是基金经

理带给年轻投资者信心的责任，也是年轻

人摆脱“理财焦虑”，自己该上的必修课。

“钱亏嘴不亏”，怎么看待“买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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