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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懂得如何理财已然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
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使得人们不得不向个人金融决策中投入更多的精力。
收入不均的问题日趋严重，迫使工薪阶层转投别处获取额外的盈利，而薪酬本身的获取方式相比从前
也大有不同，雇员可以通过投资股票或选择公司储蓄计划等不同方式来获取。
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更是加剧了贫富差异，在房产投资者与做其他投资选择的人们之间划下一条几
近不可逾越的鸿沟。
养老金制度不可避免地趋于资本化，在职人员不得不更多地为自己退休后的生计考虑。
同时，金融市场创造出的个人理财产品日新月异，人们拥有一款称心如意的理财产品的机会增加了，
选择的难度也同样今非昔比。
　　换言之，如何更好地理财涵盖了方方面面，不过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人们必须
有能力决定每个月理财的额度，并且决定该用这笔钱购买哪些理财产品。
正是这些基本决策从长期来看左右了投资个人、夫妇或整个家庭财富的多少。
直觉、个人或亲戚朋友的经验都不足以成为在金融决策的泥沼中游刃有余的金科玉律。
理性的推论看似无懈可击，却很有可能定格于某种思维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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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何同事会成为你投资养老金的首席顾问？
    ·为何男性偏好股票而女性偏好债券？
    ·为何在卖房时必须开出超乎寻常的价格？
    ·为何人们总是发现可变资本投资公司巨头其实一文不值？
    ·为何自从采用网上交易以来您在股市中获利骤减    ⋯⋯    心理小实验一直得到大众的欢迎。
《50个心理小实验——帮你更好地投资理财》中的心理学小实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决策中的隐秘
机制，揭示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常犯错误的根源所在，为如何更为有效地投资理财提供详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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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克·芒戈毕业于巴黎著名商校ESSEC，目前是巴黎第一大学实验室成员，并于母校ESSEC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理财与投资心理。
所著《投资心理与金融市场》一书于2006年荣获杜尔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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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对待传闻的态度　　6 为什么从大城市搬去小镇后，你会在当地租一套较贵的房子？
　　参照点　　想象自己去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度假，这里的物价打败所有竞争者。
你习惯在小镇里溜达的时候，在路边小摊上坐下来喝上一罐你喜欢的饮料。
你晓得按照市价每次为此要花0.5欧元。
有天你口渴难耐，于是按照习惯你走进了一家和之前去过的并无两样的小店，要了一罐冰镇饮料。
正在翻：零钱包的当口⋯⋯年轻的服务生告诉你饮料的价格是1.5欧元！
你怎么办？
是不是有强烈的愿望要退了这罐饮料，走出小店，跑去别家购买？
　　就为了1欧元？
在树荫下温度也达40度的天气里？
当然换个角度看，你觉得消解口渴最多也就该花0.5欧元。
因此你理所当然要去这么折腾一回。
然而为什么在宾馆的商店里，你却接受同样一罐饮料要2欧元呢？
这只能用参照物的观点来解释。
在上述两种处境（在小镇和旅馆）里的唯一不同，是你使用的参照物。
在你头脑中小镇上一罐饮料的标准价就：是0.5欧元，而宾馆里的饮料就至少应该卖2欧元。
因为坚持着这两条标准，所以小镇上1.5欧的饮料让你觉得太贵了，而宾馆里的开价就较合理。
因此，用1.5欧元来购买本来只“值”0.5欧元的东西，你自然会觉得在这次交易中亏了钱。
　　先定一个参照标准，再出发来寻找好买卖是种传统模式，然而在做金融决策时，这种模式却并不
理想。
按照塔勒在1985年的研究，个人在进行消费（投资）行为时，寻求两种不同的效能：获取效能——用
以衡量一件货物（资产）的性价比。
这点同经济学中消费者增值概念极相似。
消费者只有在拥有某件货物的幸福感可以补偿他将支付的金额时，才会决定购买此物。
这个效能可以检验消费的合理性。
交易效能——衡量交易本身。
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支付的价格与消费者为此类货品自定的参照价之差。
当消费者在追求交易效能时，他只有在自认交易“合理”时，即支付的价格要低于参照价时才会付钱
购买。
在做决定时，消费者不会去考虑这项货物对自己到底价值多少，而只会将其价格同已知的同类货物的
价格进行比较。
　　西蒙所和路维斯坦在2006年的研究分析了房屋业主和租房者在搬去另一座城市居住时所持的参照
点。
研究者假设，搬往同一个城市，来自房价较高地方的居民会愿意为新的住处支付较高的租金或购房价
，而来自房价较低城市的居民的出价就较低。
为此，他们对650名租房者和278名业主进行年度调查，了解他们的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成年人和
未成年人数等各方面情况。
研究人员将租房者现在所付的租金与当地平均房租水平之差，按照租房者原来住的城市中平均房租水
平进行排序。
结果发现原来城市中的平均房租水平这个因素极其重要。
原来城市房租越高，租房者在新的城市中支付的房租也越高。
具体而言，两个来自不同城市的租房者，若原来所支付的租金相差一个单位（方差），他们在同一个
新城市里的租金之差为4.2%。
对于房屋业主，这个效应更明显。
在原来的城市中房价每增加一个单位，业主为新家所支付的金额便增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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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居民搬离一座房价较高城市（比如纽约）去往阿拉斯加，与另一名同样决定搬到阿拉斯加，然而原
来居住的城市房价水平要比纽约便宜2个单位的人相比，前者在阿拉斯加所买的房子会比后者贵上22%
。
然而，对于搬往较便宜城市的房屋业主，在参照点这一因素外，其财产水平这一因素要来得更重要。
　　为了在研究中不受财产水平这一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着手只研究租房者的情况。
他们做了第二个假设：在新城市中再次搬家时选择较便宜公寓的居民往往原先来自房价水平较贵的城
市。
这些居民由于在初次到达时选择了租金较为昂贵的住房，故而在再次选择时便对参照点效应产生了逆
反心态。
统计数据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
研究者又做了另外3种假设：居民财产水平有差异，品味有差异，以及初来者掌握不到足够的信息（
这会让他们认为新城市的房价同原来城市一个水平），用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而经分析后，研究者都放弃了这些自相矛盾的假设。
比如假设，如果来自较昂贵城市的居民本身就比来自物价较低城市的居民来得富有，那么前者就应当
会在同样的新城市中租一套更贵的公寓。
然而由于来自不同城市的居民在其他消费行为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个假设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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