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黄金今日价格(黄金近一周的价格)

4月14日，国际金价延续升势，盘中触及2045美元/盎司，徘徊在13个月高点。随
着黄金价格持续走强，不少消费者也加入了购金大军。

“买涨不买跌”

现在是入手黄金的好时候吗？

投资黄金

又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

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1.黄金投资迎来高光时刻

4月11日，在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店（以下简称菜百商场）内却人头
攒动，各个黄金销售柜台前都有人在挑选购买。菜百商场销售人员告诉《中国消费
者报》记者，当天的黄金饰品价格是565元/克，较年初上涨了几十元。伴随着金价
上涨，今年以来到商场购买黄金的顾客日益增多。

不仅是实物黄金，其他黄金投资产品也受到消费者追捧。Wind资讯数据显示，3月
以来，资金流入黄金ETF明显加速。其中，规模最大的华安黄金易ETF自3月份以来
资金净流入为8.94亿元，易方达黄金ETF3月份以来资金净流入1.27亿元。

金价持续上涨，投资黄金受到消费者追捧。聂国春/摄

偏爱黄金的不仅有散户，还有各国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3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6650万盎司，较上个月增加58万盎司。这是
继2022年11月增持以来，央行连续第5个月增持黄金，累计增持总额近500亿元。

来自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中央银行净购金量达1136吨，创造了
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截至今年3月，全球黄金储备连续12个月净增加。

2.为何金价近期一路震荡上涨？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中国黄金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对《中国消
费者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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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在于目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在美联储激进加息情况下，近期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相继倒闭，美国银行业危
机持续蔓延。叠加俄乌冲突，欧洲市场的风险点也在逐渐暴露，使得大家担心金融
危机再一次到来。黄金作为避险资产，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首选。

当前“滞胀”风险并未完全解除，银行业危机的影响仍待消化，美国通货膨胀和全
球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比市场预期得更长，未来还可能会有其他风险点继续暴
露。在避险情绪的支撑下，黄金价格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其次，最近众多产油国
自愿减产，多国计划使用本币结算、减少美元依赖，也使得黄金价值有所凸显。

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东吴证券研报认为：

从历史价格来看，金价与实际利率走势总是呈负相关的关系，数次加息的顶点也往
往就是黄金牛市的起点。虽然市场预期美国5月加息25BP概率有所上升，但在紧缩
带来银行风险事件的影响下，加息步入尾声已成定局，黄金价格依然看涨。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CEO王立新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预计今年各国央行仍
将持续净买入黄金，强劲的需求有助于黄金价格上行。

3.现在应该入手黄金吗？

万喆表示，这要看购买黄金的目的。

如果是购买金饰品、实物金等，比如为了留给下一代，这属于黄金消费。从这个属
性来看，黄金有更强的保值功能。

如果从投资角度看，金饰品、实物金则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存在工艺费、品牌溢
价、手续费等，且不好保存。

“除了适合长期持有的实物黄金，黄金投资还可以选择积存金（黄金积存）、黄金
ETF、‘黄金+’基金等。”王立新告诉记者：

积存金需要在各大银行或银行APP开设账户，设置定投计划或主动购买黄金份额，
通过“零存整取”的方式进行变现或者兑换实物黄金。

黄金ETF、“黄金+”基金可以通过证券、基金账户或者互联网金融平台购买。

黄金ETF持有成本低、交易灵活，而且实物黄金被存放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指定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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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无需担忧储存安全问题。

“黄金+”基金则运用黄金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低相关性来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率，
提升投资组合的稳定性。

消费提醒

▏上海黄金交易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市场风险控制工作的通知》表示，近期影响
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市场风险明显加剧，价格波动显著增大，提醒会员
单位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做细做好风险应急预案，提示投资者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合理控制仓位，理性投资。

▏万喆提醒消费者：是否投资黄金，要根据消费者自身的资产配置情况、风险承受
能力与投资能力而定。如果还没有配置黄金，可以趁回调时候补上这部分配置，逢
低分批布局才是更稳妥的选择。

尽管黄金走势长期看好，但高位波动较大，选择买入的时机很重要。同时，一定要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王立新建议，消费者应结合自身专业能力和风险偏好，谨慎、理性选择适合自身
的方式参与，但注意黄金在家庭资产中的配比不宜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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