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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金豆豆”产品热销背后，一方面
是商家营销的推波助澜，另一方面
也能看出年轻一代对于多样化理
财方式的需求。

在小红书上，有网友分享了自
己投资黄金的心得——不同于每
月买一颗“金豆豆”看见实物的方
式，该网友选择了银行“存积金”
业务，即按照定期或择机买入的
方式，往账户里购入黄金，等到满
足一定克数时，向银行预约提取
金条。

“不建议消费者盲目跟风去购
买‘金豆豆’，因为可能不知道什
么时候去变现更合适，”朱志刚表
示，作为理财产品，宜采取定投方
式，但定投并不是每个月一定要买
一颗，买的时机也很关键。“可以
在相对低价时买多，高价时不买或
少买，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价格平抑
掉 。 一般投资类的金
条，我们建议是在金价

上下浮动2%以内销售。”
多位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在进行黄金投
资时，需注意区分投资金与首饰
金。一般来看，投资金没有过多
的工艺属性，比较简单，如金币
金条，价格上更接近实时金价，
附加费用较低；而首饰金除了投
资收藏功能外，一般主要用于佩
戴装饰，工艺价值较高，附加费
用也较高。

“黄金投资如果只关注价格，
容易掉入投机的陷阱。当然，如果
想要通过金价波动，短期内低买高
卖获取价差，可以保持一定耐心，
分批买入、低买高卖才有盈余。”
宋蒋圳表示。

每月买一克“金豆豆”
低门槛黄金投资靠谱吗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杭莹

近来，随着国际金价走热，低至一克的“金豆豆”热销，受到不少年轻
人追捧。不少购买者表示，一个月买一克，就相当于定存了。记者线上线
下采访发现，某品牌一克的“金豆豆”售价高达578元，标注为“投资金”，
而同日投资金价仅为每克420元，即便是该品牌的首饰金也仅为每克512
元。如此贵价的“金豆豆”真的值得投资吗？“金豆豆”线上线下走俏背后，
是年轻人理财新方式兴起还是商家营销手段在推波助澜？

“攒钱小金豆”“人生第一颗
金豆”，类似宣传语近来走红社交
网络，以“金豆豆”为主的“一克
金”产品在线上线下渠道热销。
羊城晚报记者在淘宝、京东以及
拼多多平台搜索“金豆豆”，每克
价格从400元到600元不等。

为何“金豆豆”成为年轻人理
财新宠？记者通过社交平台与几
位买过“金豆豆”的用户交流发
现，不少人是冲着黄金保值功能
去的，有人坦言是受到朋友影响、
想通过定期买金存钱，还有人是
被小红书等平台“种草”（指因他
人分享推荐而产生购物欲），去各

大电商活动“薅羊毛”的。
随着国际金价水涨船高，每

克投资金价格已爬上 400 元，首
饰金则动辄逾500元。“如果一下
子购买金条，基本都是十克以上
的，需要四五千元，但如果每个月
买一克，相当于几顿饭钱，价格自
己能接受，也算存下一笔钱了。”
消费者小韩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另一位买了“金豆豆”的黄小
姐，想法则更为现实。她告诉记者，
听朋友说每个月买一克黄金，年底
可以找商家回购，就想攒一些，到时
换成一条手链送给自己当礼物。

羊城晚报记者 28 日在线上
看到一款名为“潮宏基第 1 桶金
系列攒金豆”的产品，券后一克价
格为 578 元，类似产品还有同系
列的“小金砖”，仅0.3 克重，券后
价格为 322.94 元，网页上上述产
品均标注为“投资金”。而记者发
现，同日该品牌足金首饰每克价
格为512元。与当日下午广州东
山百货实时投资金条价（每 克
401.6 元+28 元手续费）相比，“金
豆豆”更是贵了148.4元。

为何“金豆豆”价格明显高于
普通的投资金，甚至比工艺复杂
的首饰金还贵？“金豆豆这种黄金
产品其实本身没什么复杂工艺，
加工成本较低，一般售价应更接
近实时的原料金价，不会像首饰
金一样会有较高溢价。”粤宝黄金
分析师宋蒋圳在接受羊城晚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导致差价的原因
是市场信息不对称，或者有些不
是很懂的消费者被商家误导了。

羊城晚报走访广州线下商场
时发现，部分品牌和商场并没有
推出“金豆豆”类的投资产品。周
大福的一位柜姐向记者展示了该
品牌最小克重的0.5克金豆子，但
她表示该产品仅作为配饰售卖，
而非投资金产品，该品牌投资金
条最低起售克重为十克。

广州东山百货业务部经

理戴崇业表示，东山百货并无开
展“金豆豆”类业务。他介绍，小规
格黄金产品的制作工费是比较高
的，工费手续费、制作成本都不便
宜，而且小金豆上很难标注成色和
重量。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比起品牌
金明确标注重量和成色，多数网
络商家更多靠的是“自律”。在
小红书平台上，有网友透露，自
己跟风买小金豆结果赔钱了。据
该名网友自述，她以 400 元每克
的价格购买了号称“千足金”的

“金豆豆”，拿到黄金柜台验证时
却被告知成色不足，即便柜台回
收 ，也 仅 能 给 低 价 。 社 交 媒 体
上，不少网友也在交流“避坑指
南”，包括哪些商家靠谱、哪些可
能存在问题等。

“网络平台相对良莠不齐，对

于小金豆的成色、质量要求都不是
非常规范。”广东黄金协会首席黄
金分析师朱志刚建议，消费者线上
购买时一定要看清小金豆的含金
量，尽量选择品牌、质量有保障的
商家；也可以采取线下购买的方
式，直接看到产品本身，风险更小。

宋蒋圳表示，一般小金豆的纯
度都可以达到999或 9999，消费者
如果不放心可直接拿到黄金回收
门店进行检测，一般检测都是免费
的。“回收的话现在也很方便，粤宝
黄金就提供线上线下回购业务。”
宋蒋圳说。

业内人士建议：理性购买，切勿盲目跟风

省下几顿饭钱就能按克买金

“金豆豆”比投资金还贵百来元
买卖时机很关键不宜跟风

线上销售“金豆豆”成色难辨

溢价明显
谨慎投资

理财新宠 鱼目混珠

“寒假时我就意识到初试成
绩不太好，但还是心存侥幸，希望
能擦过复试线。”暨南大学会计专
业应届毕业生梁嘉文告诉记者，
上月，研究生考试初试成绩出来
后，未能如愿的她“心里一下子没
有着落”，不知道该怎么办。怀着
失落的心情，她只能仓促准备起
春招，随便制作了一份简历便投
递给几家公司。

梁嘉文的同学董再冉，花了
整整一年备战考研，同样因成绩
不理想而陷入懊悔与自责：“好后
悔去年秋招时没有去找工作，那
么多机会都被我错失了。”半年
前，她曾在找工作和考研中摇摆，
最终选择了专心备战考研，然而
结果让她手足无措，认为“一年的

努力打了水漂”。
“考研失败不是我们希望的，

但也不是唯一的结果，人生还有
许多赛道。”广东医科大学学工部
部长唐湘涓表示，春招阶段，有不
少学生是在考研失败后才开始找
工作，心理其实还未调整好。“同
学们首先要适当地把情绪发泄出
来，冷静之后重新认识和分析自
己，不要让失败一直绊住自己。
要重新树立信心，不能让‘习得性
无助’的纸老虎把自己吓倒。”

虽然考研成绩不尽如人意，但
未来的路还是摆在眼前。“挣扎”了
几天后，董再冉在家人开导下开始
明白：“不能说因为失败了，备战考
研就没用。至少经过这一年，我的
专业知识更扎实了。”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邱家达

毕业前最后一个招聘季来临

随着全国高校陆续开学，春季校园招聘活动已
拉开大幕。面对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招聘季，有摩
拳擦掌者，也有仓促入局者。上月，2022年度考
研初试放榜。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全国
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今年研究生招生总人数约
110 万，但报考人数多达 457 万，这意味着将有
300多万考生落榜。就业成了他们的紧迫需求之
一。改换赛道竞逐春招，这部分应届毕业生心态
如何，该如何把握好这个重要机会？

据了解，2022 届全国高
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
人，同比增长167万人。广东
省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约有
71.3 万人，比去年增加 7.1 万
人，加上外省入粤和留学回国
求职的毕业生，在粤求职的毕
业生将超过90万。为应对严
峻的就业形势，教育部门、高
校、用人单位三方合力，不断
增加就业资源，指导就业工
作，为大学生就业保驾护航。
近日，教育部还推出全国高校

“共享就业”联合线上双选会，
加强校校联合、校企对接，同

时还开启“24365 校园招聘服
务”，举办多场招聘会和求职就
业的公益直播，助力毕业生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疫情
下，为鼓励中小企业更多吸纳
毕业生，政府也通过一系列减
税降费、稳岗扩岗政策，使众多
中小企业稳经营、稳就业。

广东多所高校充分发挥
就业服务人员、教师、校友等各
方面积极性，千方百计拓展岗
位信息来源。据了解，中山大
学从2月末开始组织春招，截
至3月21日已引进18所公司
进行宣讲，开展了20余场校内

招聘活动；暨南大学就业指导
中心为学生提供简历精修、职
业规划、行动力提升等多方面
帮助；广东工业大学开展“生涯
成长团体辅导”和“就业讲坛”
系列活动，提高学生求职技能，
帮助学生更快获得就业机会。

目前，2022 年春招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中。随着经济
复苏，许多企业也在释放招聘
需求。专家表示，毕业生们应
释怀考研失落等沮丧心情，努
力提升自我，在春招中实现与
心仪岗位的“双向奔赴”，在不
断尝试中找到人生的方向。

当考研失利的学生走入
春招“战场”，他们所面临的挑
战不只是心态上的调整。实
习经验缺乏、准备时间匆忙，
也让这些学生“压力山大”。

投了近十家公司，都是刚
完成网上申请阶段，董再冉不
禁担心最终结果会不会是投
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

“整整一年的备考时间，我比
其他求职者少了实习经历，这
是很大的劣势。”董再冉说。
半个多月里，她流连于学校就
业指导中心公众号、班群、招
聘网，就怕错过一个相对优质
的就业岗位。

梁嘉文 2 月中旬先投了
一家大企业，原本预计一周会
出的面试通知迟迟没来，直到

3 月初才收到一封感谢信。
后来投的几个岗位，要么尚在
等待面试，要么已经被拒。面
对这样的结果，她直言自己有
点焦虑，感叹“财务岗位竞争
太激烈了”。

“很少有同学第一份简历
投出去便能收到回应，不要因
为几次投简历和面试失败就
自我否定。”唐湘娟表示，同学
们应积极调整心态，正确对待
求职过程中的挫折，冷静客观
分析原因，包括是否存在与岗
位要求不符、与企业文化不
合，或者简历未完全展现自身
长处等问题。

唐湘娟谈到，大学生求职
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
就业期望值太高，不是大公

司、大城市就不去。
根据麦可思研究数据，应

届本科生在新一线城市就业
的比例从 2016 届的 23%上升
到 2020 届的 27%，而在一线
城市的就业比例持续下降，
从 2016 届 的 27% 下 降 到
2020 届的 17%。可见，本科
生就业已不再局限于一线城
市，其他城市亦有另一番天
地。目前，不再执拗于待在
广州工作的董再冉决定放眼
于佛山、珠海等地，根据不同
岗位的要求精心制作多份简
历。她告诉记者：“我现在投
递的基本都是大企业，不过
如果不太理想的话，我也会
找一些中小企业，毕竟找到
工作最重要。”

“考研失利”与“寻找工作”：
换赛道首先要树立信心

“就业劣势”与“求职技巧”：有的放矢准备简历和面试

“个人前程”与“社会问题”：疫情下各方护航大学生就业

2021年，广州进入“新中考”
首年，中考政策有较大变化。今
年政策与去年保持一致，但不少
家长仍表示：“挺复杂，不太懂。”
多位中小学校长、老师告诉记
者：“每年都有不少家长、朋友来
咨询中考意见。”

记者多方采访，汇总了公众
“看不懂”三大原因。首先，近年

来中考处于改革期，政策变动相
对较频繁。例如，去年开始，广
州进入中考三年改革期的第一
年，考试科目、分值、录取方式都
有大变化，尤其中考录取，批次
从七个减少为四个，引入梯度投
档线，志愿数量等都有变化。今
年和明年均处于改革期中，虽然
大框架不变，但一些细则还是有
变动，例如中考体育的项目满分
标准等逐年有微小调整。

其次，每年面对中考升学的
家长都换了一批，即便政策相
同，对于新一届的初三学生家长
来说，中考政策依然是新鲜事
物。

第三，中考涉及概念多，投
档方式较复杂。一位从去年开
始就密切关注考试政策的家长，
至今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梯度投
档”“志愿优先”，无奈地说：“所
有学生的不同志愿在不同梯度
到底怎么排序？即便看了一些
解释，具体到自己孩子的分数，
到底可以志愿填报哪些学校，怎
么冲、稳、保，还是没有头绪。”

一图读懂
“名额分配”攻略

【解析】
40分一档“安全线”

“名额分配”简单理解，就是广州
的优质高中将50%的招生名额，以公
平的方式随机分配给全市的初中，让
考生以低于该校过往录取平均分 20
分的成绩被录取。

哪些高中将一半的名额分配出
来？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和
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

去年开始，名额分配首次在中考
第二批录取，引入40分一档梯度控制
线，可填报三个志愿。政策规定，以
排名前12%考生的分数划定第一梯度
控制线，依次每40分一档，实行梯度控
制线上志愿优先投档。以去年为例，五
条梯度线分别是690分、650分、610分、
570分、530分，更大限度地保障了不同
成绩梯度的学生录取，降低了掉档几
率，加强了考生后续志愿保护。

【案例】
测测你研究透了吗？

初中A在名额分配中得到华附、
二中、执信、七中、十六中名额各1个，
假如该初中排名前四的考生按照如
下填报志愿，会如何录取？

No.1学生715分：志愿①华附；②
二中；③执信

No.2学生700分：志愿①华附；②
二中；③执信

No.3学生695分：志愿①二中；②
执信；③七中

No.4学生690分：志愿①执信；②
七中；③十六中

答案：No.1去华附，No.3去二中，
No.4去执信，No.2掉到第三批。

解题思路：华附的控制线是 692
分，高于第一梯度线，有排名第一（715
分）和第二（700分）的学生竞争，同梯
度同志愿分数优先，所以华附的1个
名额被第一名拿到。

第二名在第一志愿失去华附，第
二志愿参与二中的竞争。二中的控制
线是694分，高于第一梯度线，同梯度
志愿优先，所以二中的名额被第三名
拿到。

第二名在第二志愿失去二中，第
三志愿参与执信的竞争。执信的控
制线是 689 分，低于第一梯度线 690
分，那么还是梯度线上的竞争，第二
名和第四名都高于 690 分（踩线也算
过线），同梯度下志愿优先，第
四名拿到执信的名额。

第二名因为在三个志愿的
竞争中都没拿到优势，所以
掉到了第三批。

28日，广州市招考办
发布今年中考名额分配的
工作方案（详见本报 3 月
29日A1版报道），名额分
配是1/3考生能获益、中考
最大的“福利”政策，因此
备受关注。不过，羊城晚
报记者发现，虽然今年政
策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
但不少家长依然表示“蒙
查查”。对此，记者进行了
梳理解析（详见图表）。

广州中考政策陆续出台，
家长反映“蒙查查”

春招揾工如何逆袭
300多万考研落榜生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家长】中考政策“复杂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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