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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彩票与长期健康

很多人有这样的口头禅：“假
如我中了彩票，就不来上班了。”同
时很多人也听说过一种现象，叫作

“彩票诅咒”，就是绝大多数中奖的
人没有好下场，在几年内就会把巨
额意外财富挥霍一空。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问题：中彩
票以后，一个人的健康水平会有所
改善，还是会变得更糟糕？我们可
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假设。当
然，收入提高可以使得人们购买更
多和更好的卫生服务，更好地享受
闲暇时光，这些因素能够改善健康
状况，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收入的
意外提高也可能诱发很多不良的
生活习惯，例如抽烟、赌博，这些习
惯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研究论文，
数据来自新加坡生活调查。这项调
查自2015年7月开始，每个月都对50
岁至70岁的新加坡人及其配偶进
行抽样调查，并且持续跟踪调查。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一直为新
加坡人对彩票的热情而震撼。绝大
多数超市门口都有卖彩票的摊位，
不管我什么时候去超市，这些摊位
前都有人在排队。买彩票是新加坡
的一种国民文化，所以这篇论文专
门研究新加坡人买彩票的结果。

研究者分析了中彩票的人后
来的身体和经济状况，得到了令人
振奋的结论：中彩票的人的身体变
得越来越健康。中彩票是好事，大
多数人身上没有出现“彩票诅咒”。
为什么中彩票会促进身体健康？研
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机制分析。

第一，中彩票是否会增加卫生
服务购买，促使人们更多地去做体
检，更多地进行锻炼，所以健康水
平有所提高？这种假设被实证结果
否定。新加坡原本就有很完善的医
疗体制，大多数人有能力获得不同
层次、符合自己需要的医疗服务。
所以，意外收入并不会对卫生服务
的个人消费产生显著影响。

第二，中彩票是否会促进除了
医疗保健和香烟之外的其他消费？
这种假设被证实。彩票中奖金额每
增加1万新加坡元，家庭每月消费
支出就会增加463新加坡元，边际
影响是比较大的。

第三，中彩票是否会减少劳动
投入，增加闲暇时间？实证结果显
示，中彩票对就业状况没有显著影
响，很多中彩票的人还是正常上
班，并没有直接选择退休。

第四，中彩票是否会减少精神
压力，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很
重要的猜想。我们很难测量精神压
力，于是研究者检验了中彩票之后

生活满意程度的变动。研究者发
现，彩票中奖金额每增加1万新加
坡元，总体生活满意度就会提高
0 .134%。这个发现非常重要。我们平
时上班，除了身体疲劳以外，很重
要的一点是背负精神压力。而中了
彩票以后，个人财富大幅度增加，
上班时即使面对同等性质的工作，
压力也会急剧减少。工作中的精神
压力减少，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可
能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第五，中彩票是否会增加抽烟
和酗酒的行为？新加坡烟酒的价格
都挺贵，但实证结果显示，彩票收
入和烟酒的支出之间没有显著关
联。

我们可以总结说，对于新加坡
这样一个全民都有买彩票习惯的
国家来说，中彩票是一件好事。中
彩票并不会使一个人头脑发热，马
上辞掉手头的工作，但是会急剧降
低他在工作时承担的压力，从而对
个人的身体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退休与生活

退休生活中有两件最重要的
事：一件是金融，另一件是健康。

我们先来看金融问题。老年人

的退休金收入是固定的，没有多少
灵活空间。很多统计发现，老年人
的财务知识水平比较低，低于社会
平均水平。老年人退休金低并不是
大问题，他们的财务知识水平低才
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金融素养对于财务决策至关
重要。具备良好金融素养的人，更
有可能为退休制订规划，进行适度
的储蓄，并开展更好的投资，他们
承受的财务压力也相对要小一点。
曾有研究发现，在同一企业退休员
工中，最熟悉财务的员工的年收益
率比一般员工要高出1 .3个百分点。
退休金的多少是很难改变的，但金
融素养和财务知识是可以学习的，
这是影响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关键。

还有一些研究专门对比退休
后经济状况最好的老年人和经济
状况最差的老年人。研究发现，金
融素养可以解释其中30%—40%的
贫富悬殊问题。当然，金融素养对
于年轻人也重要，但年轻人手头没
多少钱，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差异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素养。此外，研
究还发现，退休金可能会影响人们
对于财务知识的积累。很多老年人
聚在一起，喜欢讨论每人每年退休

工资的变化幅度。这背后有很多具
体的制度，外人不容易搞清楚。但
是研究发现，如果退休金增加幅度
大，老年人可能就会花费更多时间
去关心这些制度，反而减少了对于
金融和财务的学习，从而会对自身
财富增值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最
终可能导致自己收入偏低。

健康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首
先，退休带来的身心放松可能会改
善健康水平。其次，退休导致人们与
社会脱节，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心
理创伤，从而影响健康水平。最后，
还有反向因果关系，健康水平急剧
下降很有可能导致一个人提前退
休。所以，退休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受到了多重因素干扰。有一些学者
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们不是
研究一般化的老年人健康，而是研
究老年人如何利用医疗服务。

研究发现，退休使得老年人更
多地跑医院。与退休前相比，老年
人在退休后每个月要多跑一次医
院看门诊。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而且，看病次数的变动存在性别差
异。女性跑医院看门诊的次数与退
休前没有显著差别，但是男性跑医
院明显要勤快很多，男性看门诊的
次数甚至还要高于女性。对此的合

理解释是：男性在退休前工作繁
忙，即使身体不舒服，只要不是很
严重，就会扛过去；等到退休以后，
有更多时间了，男性才会去看多年
积累下来的各种小毛病。

为什么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去
医院的次数会出现那么大的差异？
研究者分析了三种可能的中间传
导机制。

第一种传导机制是健康。退休
以后，老年人如果出现健康水平恶
化的情况，自然会更多地跑医院。
但目前我们还不清楚退休如何影
响健康。一方面，有些退休人员不
太活动身体，或者退休后失去了有
价值的社会交往、身份认同和自
尊，健康水平就会降低。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退休人员把额外
的时间用于增进健康的体育锻炼
和社交活动。与此同时，退休也使
得他们可以从艰苦或者危险的工
作环境中解脱出来。所以，他们的
健康水平也有可能提高。

第二种传导机制是时间。退休
以后，老年人用于医疗服务时间的
机会成本显著降低，促使大家更多
地跑医院。这种机制很难直接进行
检验，但研究者提供了一些间接证
据，值得关注。研究者认为，对于小
型私营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临时
工来说，工作压力很大，平时不敢请
病假，所以，在退休之后，他们住院
治疗的次数和费用会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种传导机制是收入。看病
总要花钱，如果退休以后，不必要
的支出减少，相对收入提高，老年
人就有可能更多地去看病。但是，
研究者没有发现老年人退休以后
的收入会出现显著变化，这就说明
收入变化可能并不是影响医疗行
为的最主要的机制。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
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
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本文摘
选自《表层的真理：当代经济学与
社会》，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
所加）

中彩票和“FIRE”，
真能财务自由、健康幸福吗

《表层的真理：当代经济学与社会》

梁捷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与依赖中彩票这种概率极低的幸运相比，人们更愿意以FIRE(即“财务自由，提前退休”)为目
标，在年轻时尽可能地存钱，省吃俭用，争取比别人更快地存钱，到了35岁或者40岁的时候，他们就
可以潇洒地告别职场，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财务上的后顾之忧。在《表层的真理：当代经济学
与社会》一书中，作者梁捷运用经济学视角，深入分析人们在中彩票和退休后的财富管理与健康状
况。他指出，许多人在职场中往往难以预见到自己未来不从事固定工作时的生活状态，只有深刻理
解社会运作规律，才能做出更为明智和合理的决策。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