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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迈入 30 岁的张莹，最近
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提前
还46万元房贷，缩短还款年限。

还完贷款后，张莹手中只剩
下一两万元应急，但她并不后
悔。相反，她认为自己这个决定
非常明智。她看着银行APP上剩
余的还款金额说：“总共能节省
下 60多万元利息，就像我赚了
这么多钱。”

张莹的决定并非个例。在小
红书、抖音等平台上，不少人在
分享自己的提前还房贷经历，在
他们看来，提前还贷款能节约下
大笔利息。更重要的是，在股市
和基金下跌、理财跌破“净值”、
银行定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的
背景下，他们手里的钱无处安
放，提前还款似乎成了一个更好
的选项。

“感觉一下子赚
了6个点”

张莹的灵感来源于社交平
台网友的分享，“我之前知道可
以提前还贷款，但是总以为要交
违约金之类的。后来总刷到提前
还房贷的帖子，我就去试了一
下，没想到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房贷，是年轻人身上的一座
大山。张莹和许多人一样，婚后
和老公共同在北京打拼，攒了几
年钱，在家人的支援下，两年前
在北京购置了一套房产，自此他
们二人背上了每月近 2万元的
房贷。

这两年，股价、基金全线亏
损，理财也跌破了净值。张莹看
着手中的钱逐渐缩水，终于坐不
住了。本来，她还在纠结，这笔钱
再攒几年，可以在偏远的地方买
一套小房子，但是她转念一想，
这点钱也不够，还不如把钱提前
还了房贷。

下定决心后，她把手中的股

票和基金都卖了，直接在手机
APP 上还了 46 万元，还把还款
期限也缩短了，从 21年缩短到
15年。她大致算了下，240万元
商业贷款，原来需要还近 180万
元利息，提前还贷后，能节省下
来60多万元利息。

“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赚了将
近6个点。”提前还贷后，张莹又
给自己定了下一个目标，在 40
岁之前把房贷还清。

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
容易。如今，她的房贷本息还剩
下 290余万元，这也意味着每年
至少要攒下近 30万元。她的孩
子即将上幼儿园，花钱的地方还
有很多，她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能
实现，“理想是一回事儿，计划是
一回事儿，现实又是一回事儿，
先朝着目标努力。”

很多人在贷款买房的那一
刻，就已经打算要“提前还贷”。
2015年，大学毕业三年后，肖晓
在河南省郑州市买下了一套
130平方米的房产，总价80多万
元，贷款 50 余万元，每月月供
3000多元。

“那时候房贷利率将近5%，
我发现每个月本金和利息还款

都差不多，等于一大半都用来还
利息了。”贷款下来后，肖晓下决
心把房贷提前还掉。

她算了一笔账，自己月供
3000 多元，房子未交房时需要
租房住，租金 2000多元，吃饭、
交通等开支需要 2000 多元，一
个月最低也要 7000 多元支出，
这对于刚毕业不久的她而言“压
力山大”。但是每月将必要支出
留下后，她会将剩余资金存下
来，攒钱提前还款。

2018 年，肖晓第一次还款
16万元，2021年她再次还款 11
万元，最近她终于将剩余的近
14万元贷款彻底还清。

还能跑赢房贷利率吗

曾经的房贷被很多人视为
可以借到的最大额、最便宜、期
限最长的资金。很多人手里有钱
也不着急还房贷，反而会去拿钱
投资。

有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经
历，“2016 年我身上有 90 万房
贷，手里有40万元现金，但没有
选择提前还贷，而是去杭州作为
首付又买了一套房子，2019 年

出售杭州房子赚了 200万元。如
果提前还贷就没有后面的故
事。”该网友表示。

但在北京工作的杨明就没
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我首套房
贷款利率是 4.95%，当时 P2P的
年化收益率很多在8%甚至10%
以上，拿钱出去投资能赚更多
钱！”不料 P2P随后接二连三地
爆雷，杨明是为数不多的幸运
儿，在爆雷前将资金全部撤出
了。

同样在 2016 年，看着暴涨
的房价，杨明并没有将钱提前还
贷，转而在当时房价较低的天津
购置了一套房产，总价在 130万
元左右，首付只需两成。在购房
后的半年内，小区同户型的房子
一度卖到了200余万元。

而后面的故事让他始料未
及，随着 2017 年各地限购限贷
政策的落地，他所购入的房子也
进入了下行通道，如今小区最新
成交价跌到了 110余万，还不及
5年前的房价。如今的他背着两
套房贷，后悔不已。

除了房产之外，手握现金的
人突然发现，手中的钱已无处安
放。张莹直言，“我的房贷利率之
前是5.88%，最近调成了5.73%，
实在太高了，现在看不到任何能
打败房贷利率的投资途径。”

曾经大火的 P2P 已经让人
唯恐避之不及，股市跌跌不休、
基金收益率回撤、理财跌破“净
值”，就连一向最稳的银行定期
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也下跌了。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工农中建
四大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
限下调至 2.5%，工行、建行、农
行 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限也
同步下调至3.15%。

“我把钱存在余额宝里，或
者是拿一些做投资理财，也不见
得能跑赢房贷利率。”肖晓曾听
人说，有钱在手中投资才可以跑

赢通货膨胀，但她认为还不如提
前还贷款，因为存银行的利率还
是没有房贷利率高。

更让她郁闷的是，2015 年
至今，她的房子从 80多万元只
涨到110万元，算上还去的20余
万元贷款利息、10 余万元装修
钱，以及首付资金这6年来的资
金成本，她的房子只能勉强算没
有赔钱，更谈不上跑赢通胀。

也许不适合每个人

虽说很多人心中都想提前
还清房贷，但提前还款也许并不
适合当下的每一个人。同在北京
工作的林一凡有点发愁，最近她
手里有点闲钱，一直犹豫要不要
提前还贷款。

2019年底，她在某二线城市
购买了一套房产，纯商业贷款107
万元，每个月月供6000多元。“我
看了下，总利息要还几十万元，太
多了，就想提前还一部分。”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林一凡
便迅速和贷款银行的客户经理
取得联系，但对方告知她，需要
拿着本人身份证到当地才可以
办理，因为近期出现疫情，这件
事就一直拖着。

除了疫情，在她心中，还有
一个顾虑。“如果还了大额，手里
余钱就不多了，现在家里上有老
下有小，万一需要急用钱，到时
候没钱怎么办。”她说道。

提前还款的念头同样曾在
吴夕脑海中反复出现。但今年疫
情的反复，让她的想法逐渐变
了，她更在乎手里的现金流。

“万一工作丢了，靠着手里
积蓄，还能勉强支撑一段时间。
如果提前还款，就再也没有后路
了。”吴夕决定暂时不还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莹、
肖晓、杨明、林一凡、吴夕均为化
名) 据红星新闻

基金、炒股、理财都不香了

许多年轻人提前还房贷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不
少商家在今年的“618”大促中摩
拳擦掌，希冀在年中最大消费季
获得销量逆势增长。

面对商家的营销攻势，消费
者会有何反应？

推销不止在平台
还要打电话

“以往‘618’的商家推销都
是发短信，今年接到了好几个电
话。”一名消费者告诉记者，给她
打电话的商家，都是她曾经下单
两三次的品牌。

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也在
吐槽“618”的营销电话，原本为
了优惠方便才订阅店铺或加入
会员，没想到却成为遭遇“营销
电话”的源头：“发一堆短信，平
台内推送不够，还要打电话追着
买。”

记者注意到，这些来电既有
座机，也有私人手机号。而打电
话的商家，既有小众品牌，也有
兰蔻、欧莱雅、雅诗兰黛等一众
大品牌。

“感觉今年有很多博主在宣

传‘618’优惠活动，可是自己已
经买不动了。”另一受访者表示，

“618”自己仅添置了一些必要的
夏装，并给家里养的猫买了猫
粮。

优惠力度更大
还是偷偷提价

频繁接到骚扰的推销电话，
体现了商家急于推销的迫切心
情。一些平台还推出了诸多优
惠，例如“天猫”推出“跨店满
300元减50元”，“京东”推出“跨
店满299元减50元”等。

不过比起商家平台的热切
心情，不少消费者则显得颇为冷
静。

“300元减 50元相当于 200
元减 33.3元，还得多凑 100元的
商品。”有网友说，“满 300元减
50元”看似更为划算，实则要花
销更多。

有消费者向记者表示，一些
商家看似优惠很大，实则暗中提
价。“提前凑了 1200多元的单子
加好购物车，没想到活动开始后
金额反而上涨了。”

她告诉记者，其中一件衣服
在大促开始后由原来的 400多
元变为 600多元，导致整单金额
上涨了 200元左右。“气得我直
接放弃购买所有商品。”

记者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
购物车尽管会显示商品降价幅
度，却不会提示商品涨价幅度。

“购物车和商品页面都没有显示
涨过价的迹象，很难留下证据。”

下单的商品
能按时寄到吗

在尚未完全走出疫情影响
的情况下，物流成为大促面前，

消费者和商家共同忧虑的问题：
“下单的商品，能按时寄到吗？”

对于物流问题，京东快递结
合社区分级分类精准管控措施
要求，通过多种服务模式，在全
国各地迅速送达京东“618”商
品，有消费者在下单当天即收到
了商品。

“天猫”则向记者表示，一
些偏远地区的农产品供应商选
择借助天猫超市的城市前置
仓，让物流持续保持运转，从而
保障了疫情期间货品销售的确
定性。“预计今年‘618’，天猫超
市产地直发的农牧产品成交可
实 现 35% 到 120% 不 等 的 增
长。”

有关部门也在积极落实保
通保畅工作，近期邮政快递网络
通畅度回升明显。国家邮政局 6
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
午节放假期间(6 月 3 日-5 日)，
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
约 9.4亿件，与去年端午节同期
相比增长17%；投递快递包裹约
9.7亿件，与去年端午节同期相
比增长13.1%。

据中国新闻网

短信电话追着推销 商家趁机偷偷提价

“618”大促，许多消费者不买账

物流工人在分拣物流工人在分拣““618618购物节购物节””商品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