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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郭飞飞 实习生 张诗雨

2004年，从单位退休的她拿着自
己的全部积蓄18万元进入股市，2007
年10月，她卖掉全部股票带着80万元走
出股市。股民“十年一剑”（化名）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演绎了别样的股市传奇。

早在1992年，“十年一剑”远在深
圳的同学就建议她去炒股，但是由于没
有专业的知识，且内地没有证券公司，
这个建议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1995年，内地出现了证券公司，她
的丈夫开始炒股。后来家里添置了一
台电脑，每当丈夫坐在电脑前研究股市
的时候，“十年一剑”就站在旁边观察，
在丈夫操作时她也模拟炒股，她是怎么
做的呢？一台电脑、一个笔记本、一支

笔就是她的全部工具了，如果发现好的
买进点，她就用笔记下来，如“买某股票
1000股”，到了卖出点也在本子上记
下，如“卖出某股票1000股”。此外，她
还在模拟的过程中分析原因：这只股票
为什么卖早了？底部放量意味着什
么？顶部放量预示着什么？在不断学
习和摸索中，“十年一剑”渐渐摸住了股
市的脾气，掌握了股市的规律。

2006年，看着股指走势波澜不惊，
如缓缓流动的河水，她认为大底已经显
现，牛市即将到来，所以果断地将18万
元资金全部买进。在她看来，股市行情
不好的时候可以在指数上拉的时候做
短线，一旦行情到来，必须坚持做长线。

“十年一剑”说，“恐惧和贪婪会让
人错过机会”，经历了三年的大牛市，到

了2007年10月，她的股票市值已经达
到了80万元，她觉得大盘走势快到尽
头了，于是果断卖掉全部股票。

2007年退出股市后，“十年一剑”
开始忙着买房、装修，决定安心养老。
这期间她的注意力从来没有离开过股
市，在2008年装修期间，她还善意提醒
小区的保安说：“股市急跌后，大资金也
急于自救，你们这时候去买股票还是可
以的。”

现在的“十年一剑”学钢琴，总结
股市投资经验，小日子过得滋滋润
润、充充实实的。她说：“10年一个经
济周期，经过了 1996年和 2006年的
大牛市，我认为2016年股市还会迎来
一波大行情，我准备到那时候“重出
江湖”呢！”

静待“重出江湖”的机会

□席升阳

大家都有这么一种感觉：中国
的股市百味交集，难以预判。确
实，它是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杂交而生的畸形儿，性情乖戾。我
曾在一篇博文《20 年的回眸与期
盼：中国股市需要由高速公路变道
为高速铁路》中较为系统地阐明了
这种杂交的种种怪相，也提出了

“磨平”怪相的工具与方法。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股市就

不可按照公允的规则和普遍的方
法来进行预判了呢？不是！不管
中国的股市多么有特色，它毕竟还
是股市。股市内在的基本规定性
还是一种最基础的左右力量，这就
是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也可称之
为：经济大势。

首先说明，我从不炒股，对个
股没有关注过，也没有任何话语
权。可我一直关注经济大势、经济
引擎和中央的政策信号。

经济大势、行业景气度和上市
公司的经营能力是炒股者必须关
注的三大要点。在具体的操盘中，
大家往往将后两者作为进出的抉
择因素，这无可厚非。但是，在我
看来，股指和股市的盈利增速只与
经济大势强正相关，与行业景气
度、企业经营能力只是弱相关，原
因是其影响因不同行业、不同企业
的涨落组合而抵消。但股指是一
篮子股票的组合，具有分散非系统
风险的特征；股市的盈利增速是社
会资本的平均收益的表现。所以，
这两者都是宏观经济的体征，大家
完全可以从宏观经济的大势中来
洞察股市行情。

对宏观经济大势的把握可从
这几个方面进行：第一，看传统的
经济引擎（投资、外贸、消费）的功
能是在增强还是在衰减；第二，看
有没有新的动力增长点，例如城镇
化、新兴产业等；第三，看国家新出
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意在何
方，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税种、税
率、国债、收购价、公共投资等的变
化，在货币政策方面，存贷款利率、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等，第一、第
二方面对股市的影响可长达数年，
它已经决定了大趋势是上行的或
是下行的；第三方面则是即时性
的，影响短或数天，长或数月，不管
它引起的是多大幅度的涨跌，最终
还受大趋势左右，它的作用也就是
增加了上行或下行中的震荡与机
遇、花絮与看点而已。

当然，股市中的心理预期也起
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大家的看好与
看衰也决定着成交量。但是，对这
种心理的预期，我给大家的建议
是：不要简单地仅来自对股指、行
业景气度、企业盈利三大要素的预
判，更要来自对经济大势的认知。

（作者系洛阳市金融专家委员
会主任、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河南科技大学教授）

□刘兴宇

我炒股属于小打小闹,从1997年底
拿着 15000 元进股市,至今已有 16 年
了。行情好时，我的账面上市值有3万
多元。这几年股市低迷，虽说我买的
2000股中国联通已经被套牢5年，但目
前账面上股票加现金还有将近一万元
的市值。我常常自我安慰：炒了 16 年
股，才赔了几千块钱，就当玩了，况且，
说不定明年行情好转，我买的股票还能
赚钱呢。

股海茫茫，对于没有丰富理论知
识的小散户来说，有良好的心态很重
要。我炒股怕涨不怕跌——被套牢时
能处之泰然,大不了我不管它了，过几
年被套的股票总会涨的；而当所持有
的股票稍有上涨时我就会沉不住气,怕
它再下跌,总想卖,可往往一卖就涨,最
多落俩小钱。

2007 年，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只股
票,并且一再交代我，要把这只股票守
住了，要等到他通知我卖出时再出手，
只要坚持住就能赚钱。我当时满口答

应,可在实际操作中总犯错。
该股票第一次买进的价格是 6.5

元，20 天后涨到 8.8 元。我有点儿沉
不住气了，背着朋友在 8.9 元的价位
把股票全卖了。不料，5 天后该股票
涨到了 11.9 元。看到这种情况，我气
得牙龈都肿了，壮着胆子又在 12 元
时把该股票买了回来。很快股票涨
到了 15.6 元。从 6.5 元买进到现在都
涨了快 10 元了，会不会回落呢？我
又沉不住气了，于是又以 16.2 元的价
格把股票全卖了。此后看着这只一
个劲儿上涨的股票，我却没有了追涨
的勇气。

本来能挣 3 万多元的股票被我操
作得只挣了几千块。此后,类似的错误
我又犯过多次。

16 年来,该守的股票我没守住，只
挣了俩小钱；该“割肉”的时候我不舍
得,硬守，变成了股东。这就是我的炒
股经历。

好在我投到股市的钱不多，且是一
些闲钱。我想，能赚最好，真赔了，就当
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了。

□郭德诚

屈指一算，我进入股市已有 10 个
年头，求过秘籍，打听过消息，研究过K
线走势，编过选股公式，分析过宏观经
济，注意过行业动态，研读过财务报表，
看过专家分析，凡是跟股市有关的东
西，能搜到的搜尽，能找到的找完。什
么江恩理论、波段走势、黄金分割，我是
中西全用，海陆空全拿，可以说是武装

到了牙齿，本以为可上九天揽月了，谁
知折腾下来，一个字——赔。

这是为什么呢？我久思不得其
解。一日我同一位书法家聊天，他说，
你的字还不错，但是有些浮。一个“浮”
字，足足让我想了半个月。入股市也是
这样，心不能太浮。一看到这只股票
涨得过慢就想先抓一只热门股做短
线，一看到已经选好的股票暂时出现
形态不好的情况就放手，这就如同熊

瞎子掰苞米，最终往往是利润最小化，
甚至有可能亏损。

要怎么做呢？我的看法是：一、做
到不浮不躁，最多只用闲散资金的1/3
去购买股票，这样既不影响生活，也不
影响心情；二、短期机会很难抓，要做中
长线投资，这样即使买不到 6 点的位
置，4、5点位置还是有希望的。在此基
础上，还要正确运用技术分析。此外，
千万别想着一夜暴富，那是浮云。

炒股心浮 如同熊瞎子掰苞米

从经济大势
看股市

七年之“痒”——股民故事

炒股总是简单 赚钱太难

财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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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报“分享故事 畅谈股市”的通告自发出后，得到了股民朋友的积极响应。虽然没有任
何回报，很多股民还是把他们所感所想以邮件、电话、接受采访等形式与我们进行了分享。婚姻有七
年之痒一说，股市从牛转熊，至今也7年有余。股民心中难免发痒，有人想退出，有人仍在奋斗，有人
在静待下一个牛市的到来……我们采写、摘录部分股民的故事，共同分享炒股的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