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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听说一个朋友知道
老公私设小金库后大吵大闹，
我不禁莞尔：在我们家，小金库
早已名正言顺，“私房钱”早已
公开化。我和老公早就商定，我

们的工资放在一起充当家用，
各自的奖金等额外收入可以放
入自己的小金库，而且各自都
有自由支配权，当然如果家庭
需要，还是要以家庭为首位。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有
原因的。老公是从农村走出来
的典型“凤凰男”，老家的人情
往来多得很。作为他们那个大
家庭里唯一一个上完大学留在
城里的人，老家谁有事找他帮
忙他都满口答应。我是独生女，
父母都有退休金，平日里他们
不花我一分钱，而老公却是三
天两头地往老家寄钱，今天大
姨家的表弟结婚了，明天二婶
家的表妹生孩子了……其实正
常的人情往来我倒能理解，但
老公好像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了。慢慢地，我发现他开始悄悄
地存私房钱，奖金啥的都自己
留下了，老家再有事他有时也
不跟我说就自己挡了过去。自
从发现他的“伎俩”后，我就给
他把话挑明了：“你也别藏着掖
着了，想存点私房钱就存吧，只
要别乱花钱就行。我可不是那
种不讲道理的媳妇，老家需要
用钱你从咱的公共账户里取就
行。不过以后我也要设小金库
了，你可别有意见哦！”

我平日里经常投稿，稿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现在我
把它统统存在我的小金库里，
万不得已从不动用。我觉得女

人总得有点属于自己的钱才踏
实。话说我一个同学当年就是
吃过不存私房钱的亏啊！离婚
的时候她老公竟然带着家里所
有的积蓄远走高飞了！防人之
心不可无，防“婚姻”之心更不可
无，除了自己，谁会对你百分之
百地负责呢？说这话也许显得
有些绝情，但有时候生活就是
这么现实不是吗？现在的我们
把工资放在一起充当家用，是
对家庭、对婚姻负责，同时又给
彼此保留一个空间，我觉得这
样挺好的。

小贴士

折衷型夫妻理财必备条件

1 . 夫妻两个都有一定的理
财想法，都不是财商白痴。

2 . 夫妻中有一方愿意让出
更多的“财权”。

3 . 夫妻两个虽然在家庭财
政上有分歧，但是最终可以达成
一致。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夫妻
既不完全是传统型，也不完全是
AA 型，而是演化成不同形式的
折衷型。折衷型夫妻依然会面临
消费观念不同引发的矛盾，所以
沟通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上班族们都拿到年终奖红包了吧？

可是，银行新推“保底归集”业务有没有让某些男人“内牛满面”呢？

年终奖发了
“谁管钱”又成了烫嘴话题

我和老公都属于平日里自
由惯了的人，不喜欢被人约束，
也不喜欢约束别人。我做销售，
业绩一直不错，收入还算可以，
老公在一家公司做管理，收入和
我相当。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约定
了婚后实行 AA 制，给予对方充
分的经济自由。婚后老公负责还
房贷，我负责家庭日用开销，遇
到购买家庭必需的大件，如电
器、家具等，则一人出一半。我俩
都馋，都懒，还都爱玩。于是他经
常请我吃饭，我经常带他看电
影、逛商场。谁先提议，谁就付钱。
平日里我们各管各的钱，他有多
少钱我从来不管，我攒了多少钱
他也从不过问，因为我们彼此清
楚对方不是那种兜里有钱就找
不到北的人。因为信任，所以我
们给了对方极大的空间和自由。
有着婚姻的小幸福，还能偶尔享
受下恋爱的小浪漫，我觉得这种
家庭理财模式挺适合我们的。

提起婚后“谁管钱”这事
儿，我还遭受过单位同事的炮

轰呢！“女人就得把财政大权牢
牢把握住，只有掌握了命脉才
能牢牢掌控男人。”有着十多年
婚龄的王姐说这可是她的切身
体会：“你管住了钱，男人就不
敢随便折腾了，想折腾他也得
有钱啊！”当她听说我们现在竟
然是 AA 制、各管各的钱时，一
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提醒我：

“各管各的，各花各的，那还结
什么婚啊？”总之我周围很多人
都认为管钱这事女人必须亲力
亲为、操刀上阵。仿佛这样做
了，地位就高了，男人就不敢小
看了，果真是这样吗？

我倒觉得女人管不管男人
的钱，还得看男人是不是真心
愿意让你管吧！我认识一姐们
儿，曾经把能管得住男人的腰
包视为荣耀，据说她老公连工
资卡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没承
想，一直握紧财政大权的姐们
儿最终也没能管住男人那颗蠢
蠢欲动的心：他先是以“没钱”
为由，再也不操心什么结婚纪

念日、老婆生日等献爱心的大
好时机，再以“没钱”为由找各
种理由加班、出差，美其名曰挣
点外快……时间长了，狐狸尾
巴还是露出来了，原来那男人
贼着呢！炒股赚了一大笔，竟然
还能给小三买各种名牌。所以
我觉得，管得住男人的钱，未必
管得住男人的心，况且现在的
男人要想“狡兔三窟”还不容易
吗？外快、奖金、年终奖，随便一
划拉说不定都比工资卡里的钱
多呢！

况且我和老公的 AA 制也
是相对的，我们不会为了谁花得
多谁花得少而斤斤计较。当初之
所以想实行 AA 制，就是想保持
婚内相对的自由，反正要是让我
把工资如数上交给老公管理，再
从他那里要零花钱，我会一百个
不愿意。将心比心，假如我硬要
把家里的财政大权独揽一身，老
公也未必心甘情愿吧？我们商议
好了，等以后有了孩子，依然可
以将 AA 制进行到底，一个人负

责房贷及家庭日常开销，一个人
负责孩子的吃喝拉撒。至于哪个
是大 A 、哪个是小 A ，还真是

“傻傻分不清楚”啦！

小贴士

AA 型夫妻理财必备条件

1 . 夫妻两个赚得都不少，并
且收入相当。如果两个人薪水都
很低，还是合在一起比较有利于
合理消费。

2 . 夫妻两个都倾向于 AA

制，只要有一方反对，就不能实
行，否则那一方会觉得在婚姻中
得不到充分的信任。

3 . AA 制适合丁克家庭，因
为孩子的开销很难一分为二。比
如，妻子因为生孩子而承担的收
入下降、升职受阻等，如何计算？
同时，AA 型夫妻最好有个理财
投资规划。对一般的夫妻来说，建
议还是以整个家庭财产的形式来
进行理财投资，因为这样抗风险
的能力会增加。

保持婚内相对自由，大 A 小 A 傻傻分不清楚
发言人：大宝(女 27 岁 销售 婚龄 1 年) 家庭理财模式——— AA 制：各管各的钱

兼顾夫妻亲密感受和各人空间的双重需要，折衷也是一种爱
发言人：肖然(女 30 岁 编辑 婚龄 3 年) 家庭理财模式——— 折衷型：“私房钱”公开化

近日，某银行推出的一项业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妻子可设置一个保底金额，比如 1000 元，银行将每天
自动查询丈夫的账户余额，只要账户余额大于 1000 元，银行将自动把超出部分转账至妻子的账户——— 这项被
称为“保底归集”的银行业务，被众多网友调侃为老婆的“吸金利器”。该业务宣传册中假设情境道：“欣妍和文
浩新婚燕尔，小两口想尽快买房，为此，二人决定由欣妍统一管理财务。文浩每月发工资后留 1000 元，其他都
转至欣妍的账户中，但是，每月都要进行同样的操作很麻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银行的办法是，实现二人
之间的“跨行资金保底归集”。第一步，老婆开通一个账户，并开通该账户的资金归集功能。第二步，把老公的
所有银行账户都设置为老婆账户的关联用户，并为其设置保底金额。第三步，银行将每天查询老公的账户余
额，只要余额大于保底金额，就自动将超出部分转至老婆的账户，老婆坐等收钱即可！

有网友称，“保底归集”也许很快将被加入“求婚必胜攻略”。同时也有人吐槽，在男人掌握财政大权的家
庭，此项业务对于男人来说也绝对是一“利好”信息哦！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婚后谁管钱”的大讨论，这看似单
纯的家庭理财问题，其实涉及太多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夫妻战争”中最核心的战役。“管钱”，在很多人心中
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家庭中的地位。年末岁终，不少上班族陆续拿到年终奖大红包。对于喜欢私设小金库的
男人们来说，看到这一“保底归集”功能有没有“内牛满面”呢？婚后管钱的那些事儿到底应该谁说了算呢？且
听围城人士说道说道。

我和老婆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辛
辛苦苦打拼了四年才走入婚姻。不得不
说，会计出身的老婆绝对是一个理财高
手，无论是结婚之初，以我们有限的收入
精打细算过日子，还是现在日子宽裕后手
头有了余钱，想办法让我们的钱生钱，她
都能打理得恰到好处。说实话，男人很多
时候都是神经大条的，尤其是觉得自己有
钱了更容易飘飘然地找不着北，这时候身
边还是需要一个称职的“管家婆”的。

结婚第一年，我俩还是各管各的钱，
主要是觉得工资卡放自己身上用着方便。
平日里一般都是我负责还房贷，日常生活
用品谁想起来的时候就买回来了。一开始
我们没觉得有啥不妥，因为我们结婚前其
实都已经住在一起了，当时也是各管各的
钱，日子也这么过着。一年后当我们想要
宝宝时，却发现两人都没攒下多少钱，一
想到有了孩子后的巨大开销，觉得再这样
下去还真不是办法。而且，老婆颇有忧患
意识，总会在我的枕边吹风，细细盘算生
活该如何过、怎样才能使家庭生活更完
美。男人往往经不起女人的枕边风，三言
两语之下我就成为财务的俘虏，总会在发
薪水的日子将大部分钱乖乖地上交。况且
我本身也没什么理财智商，就只管挣钱养
家就是了。老婆也不是那种蛮横专制的女
人，平日里我需要用钱的时候只要是正经
事她从不说二话，我父母和老家的人情往
来她从来都是想在前面，有这样一个称职
的免费管家婆何尝不是男人的福气呢！

如今随着我们的存款越来越多，同时
也为儿子的将来考虑，老婆在家庭理财方
面没少用心：保险、国债、基金、股票都在
研究，连哪些卡在哪家商场刷卡有优惠这
种小事她都不放过。前阵子她为了给儿子
买一份合适的保险，比较了好几家保险公
司，见了一拨又一拨的保险代理人，我是
真心看出来“管钱”其实也不是个轻松事
啊！家庭中本来就是不分你我的，不管谁
管钱都要相互信赖，只要是为了让这个家
更好，谁有能力把钱管好就应该让谁管。

小贴士

传统型夫妻理财必备条件

1 . 夫妻之间充分信任彼此，对于对方
的理财决策无条件支持。

2 . 有一方对于理财毫无兴趣，财商很
低，另外一方则乐于管账，且有耐心。

3 . 双方消费观念相近，并且属于理性
消费型，否则太奢侈浪费又没有制约，只
能造成家庭财政破产。

相互信赖

谁有能力管好就让谁管

发言人：亚鹏

(男 35 岁 工程师 婚龄 8 年)

家庭理财模式——— 传统型：女人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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