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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1 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

有 1000 万 元 以 上 财 富 的 家 庭，已 经 逼 近

100 万。这个阶层集团中，他们所拥有的财

富超过 30 万亿元，占社会总财富的一半以

上。也就是说，这 100 万个家庭，可以左右

中国的金融、私人企业和房地产。

无可厚非，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

个超级富裕的阶层，而这个阶层和中国大

部分老百姓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惊人的地

步。浙商、蒙商等新兴的富人群体也日益

活跃在这个舞台上。日前，关于浙商“假破

产真移民”的消息被炒得沸沸扬扬，尽管此

消息的真实性有待查证，但不可否认的一

点是，近些年来，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富人

热衷于移民或是将子女送出国留学。

尽管富人们拥有大笔的财富，但在子女

教育问题上却显得力不从心，该如何应对

“后院起火”似乎成了富人们的当务之急。

移民成风为哪般？

中国的市场是富人们发迹的土壤，但

为什么这些人在富有之后纷纷选择移民海

外呢？是什么原因滋生了富人们“崇洋媚

外”的心理？业内人士透露，富人们纷纷移

民或把子女送出国留学，是出于内心的恐

惧。首先，尽管中国现在有着越来越多的经

济自由，但是富人们还是非常担心自己的资

产安全。许多富人是靠不正当手段，官商勾

结而暴富的。把子女送出国留学，其实就是

留一条后路，非常自然。有一位富翁匿名表

示，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某个个人，就

如买一套房子，70年之后将属于国家。

其次，是出于对国外教育的崇拜，以及

对中国教育的不信任。把子女送到国外名

校，接受精英教育，将来接替家族产业，这在

富人们看来是正路。所以，中国的富人阶层

把子女送出国接受教育，是一项“战略决策”。

除此之外，海外购房也成为中国富人

们热衷转移资产的方式之一。据美国方面

相关数据显示，在 2009 年，中国买家占海

外购买总数仅仅 5%；可到了 2011 年，中国

买家占海外购买比例已达到 9%，而且这一

趋势比还在上升。记者了解到，中国人在

美国买房的理由无外乎的人民币坚挺、美

元的疲软以及为了子女教育，看好美国的

诸多名校等等。富人们赴美购房基本上是

选择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房产，且绝大多

数支付现金，很少采用按揭贷款，房产所处

的地段是他们优先考虑的条件，而且，他们

尤其钟爱新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富有人群正在

把钱转移出自己的国家。中国招商银行和

贝恩咨询公司联合进行的最新调查称，中

国 约 60% 的“ 高 净 值 人 士 ”（即 那 些 拥 有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

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

民手续了。

子女教育问题最苦恼

中国曾有句古训：富不过三代。如今，

这句古训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西方，无数上层大家族历久不衰，可是中

国内地的有钱有势家庭，却富不过三代。

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中国富有阶层

深思的紧迫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

键，在于更新家长对子孙后代的落后教育

观念。

一位内蒙古的煤老板在与记者谈及他

16 岁儿子的教育问题时苦恼不已：“不好好

上学已是家常便饭，可这孩子趁我们不在

家时把家里的宝马跑车开出去与朋友瞎胡

闹，居然还去抢劫，最后，我们是接到公安

局的电话后才知道他惹出来这么大的事

儿。”记者了解到，这位煤老板虽然之前花

了很多钱送儿子去贵族学校学习，但因为

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疏于对孩子从小的

管教，从而导致了无可挽回的结局。

针对这些成功人士的困惑，旅美多年的

李先生表示，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从未

听过“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相反，经常看到

的是财富世代相传。其实，世代相传的并不

一定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技能和素质。

美国的富人常常死后甚至生前就把财产捐

献出去，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沾光。

言行不一是祸端

白手起家的“富一代”往往因为太过投

入地“打江山”而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他

们一方面怕孩子攀比、享乐，一方面又尽力

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动不动就说：“怕

什么，咱又不是没钱？”这些富起来的中国

人目前最大的苦恼是：给予怎样的教育，才

不会教出败家子？

“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的古训。怎么

保证不出败家子，让子女比自己更成功，

或 者 至 少 保 证 现 有 的 一 切 不 被 挥 霍 一

空，似乎是很多富人在教育子女时最关心

的问题。

李先生认为，父辈必须向孩子传授比

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而所谓更有价值的

东西可以称为是成功的品格。这种品格的

传承需要通过合理的教育来完成。“当把钱

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时，问题就来了。父

母太势利，毒害了孩子。我观察孩子学校

里的同学就能够看得很清楚：比较有教养

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或者比较出色的孩子，

财富观念都比较淡。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贫

富问题没有意识。事实上，越是聪明的孩

子，对各种问题，包括贫富问题就越有观察

力。”李先生说。

对于子女教育，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以为，对孩子言传身教是最重要的。教育

需 要 钱，但 是 有 钱 不 见 得 就 能 教 育 好 孩

子。同样，没钱的人也不见得就教育不好

自己的孩子。

“没有穷人的幸福，富人的幸福就没有保障”，一位人大代

表曾如是说道。人们总以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追求财富的原因

是一致的。按天性，人们喜欢过得舒适，喜欢拥有权力，喜欢由

大量的物质和金钱而带来的选择和自由。然而事实上，对于财

富的意义，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最近，由巴克莱财富和莱德伯里研究所新公布的巴克莱财

富洞察研究报告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富人，相对于富裕史更

长的欧洲有钱人以及富裕史没有那么长的美国有钱人，对于财

富的看法非常不同。这项研究共调查了 20 个国家的 2000 位拥

有 150 万美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富人。

调查的结果显示，对于亚洲富人来说，财富“可以让我获得

朋友和家人的尊重”，足见，财富带来的“尊重”使得他们更有幸

福感，但只有 28%的欧洲人和 38%的美国人认为，获得尊重是财

富带来的一种副产品。然而，在获得尊重感之后，中国富人又

面临新的疑惑。

无钱可花，缺衣少食，生活上固然说不上幸福，万贯家财未

必就幸福。但拥有财富给富人们带来的是压力，财富压力令富

人疲惫困惑。当今，不少富人，常因财富过多导致压力增大，疲

惫不堪，困惑难解。他们似乎并没有普通人活得轻松潇洒。美

国有个亿万富翁，因为财产过多而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有个

社会学兼心理学者建议他放弃五分之四的财产，过普通人的生

活，并加强身体锻炼。几年下来，这个病入膏肓的富人居然康

复如初。时下的中国富人，因财富压力而疲惫不堪，真正的幸

福感怎能不比普通人低？

当今社会，由于贫富不均，有钱人反遭歧视和非议。人们的

仇富心理也成为富人压力来源的一部分。当然，很多时候，富人

们也的确做出了一些引发社会公愤的事情，如前段时间的郭美美

炫富事件，大众对慈善的信仰被他们公然挥霍，这如何不让大众

愤怒？因此，人们的说三道四，指骂不停，以及在网络上的指指点

点、评品头论足似乎都成了富人们“自找”的。在普通人眼里，富

人尽管财富多多，但却活在非议中，幸福感自然就要大打折扣。

正所谓树大招风，钱多了自然会受到多方关注。除了要应

付各种名目的捐助，还得警惕明抢暗偷：入室偷走钱财，还要伤

害人命；拦车抢劫、绑架索取，甚至撕票的事，也时有发生。这

就使得富人们担惊受怕，成天没有安全感。从这个层面上看，

富人幸福吗？

对于中国古代的宫廷党派斗争，或许大家都明白，创业其

实也与此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创业之初，大家齐心协力，和和

气气。创业成功，企业大了，钱也多了，欲望就高了，由此而来

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合伙人之间，家庭成员——兄弟、父子之

间，内斗内耗不断，勾心斗角，如此下去的话，企业也将面临崩

溃。再加上，“富一代”对于“富二代”教育的疏忽引发的众多问

题也困扰着他们。由此可见，财富未必能给富人们带来幸福

感，反倒是徒增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财富能带来幸福感吗？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胡心媛

赚钱时卯足了劲儿，花钱时大手大脚，

对于鄂尔多斯的富人们来说，钱变得“绰绰

有余”，然而很多时候，他们的钱再多也会遇

到“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了

对子女的教育上。

“羊煤吐气”是外界对鄂尔多斯的总结，

人们把鄂尔多斯叫聚宝盆，很多人也将其戏

称为“ 中国的迪拜”，因为它有太丰富的资

源。首先，它有非常优质的煤，另外还有大量

的天然气资源，不光是我们常规说的天然气，

还有煤层气、页岩气，而且这个资源几乎是取

之不尽的。除此之外，这些年来，由于开发煤

矿，鄂尔多斯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以煤炭、羊绒、稀土

为代表的物产资源，成为蒙商财富聚集的发

动机。这一点，无不让其他地区的富商为之

羡慕。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鄂尔多斯与内蒙

古商人发家的优势，如此惊人的财富基础推

动了鄂尔多斯房地产的升温，近年来，随着

房地产、旅游与酒店业的发展——仅仅在鄂

尔多斯，便有大约 7000 个亿万富翁与至少 10

万个资产上千万的富人。

尽管令外界羡慕，但鄂尔多斯的富人似

乎没有给外界留下太多美好的印象。就连

当地人也说，这里是企业家沙漠，没有品质，

只有暴利。即使炫富，手法和技巧也极为普

通，LV 卖不过金利来，不是不舍得花钱，而是

对名牌的了解实在太少。当地的一位煤老板

对记者描述典型的鄂尔多斯人的生活：有了

钱，弄套别墅自己住，弄辆好车自己开，然后

把剩下的钱一部分投到房地产，买几套房子

收租金，另外一部分放高利贷，吃利息。租金

加利息一个月收入好几万元，正好够花销。

而近年来，不仅仅是民间借贷这一“勇

敢者游戏”空前活跃，鄂尔多斯的富人更是

开始染指 PE，挑战起更高的领域。鄂尔多斯

商会会长郗树森介绍说：“据初步统计，鄂尔

多斯民间资本市场就有 2000 亿元。”但这些

资本投资的出口太过单一，也具有一定的风

险性，转型是这些手握财富的新蒙商们正在

摸索的方向。对于“打江山”，对于赚钱，当

地的富人的确卯足了劲儿。

不可否认，富人们专心赚钱无非是为了

子女能够过得更好，但是赚钱多并不意味着

对子女教育的成功。业内人士认为，对子女

教育的成功与否很关键的一部分还是来自

于家长自身的修养与文化层次的高低。或

许，靠自然资源发家的富人们有着创业的激

情，但各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他们最终“钱有

余而力不足”。

鄂尔多斯富人：钱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富人的烦恼：如何不出败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