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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7_94_9F_E7_c123_279779.htm 新闻提示 在一般大

学生眼中，买房子买车也许还只是一句空谈，但他却告诉记

者，这些梦想他用股票早已经实现了。他就是东北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研究生姚劲。 姚劲昨天告诉记者，刚开始只是本着

学习和实践的态度参与到股市中，但由于投资有道，短短4年

的时间，他已经赚到了一套房子钱30万元。 入行 开始炒股只

是社会实践 昨天下午，记者在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宿舍

楼内找到了姚劲。 姚劲告诉记者，他炒股已经有4个年头了

，由于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所以他从大三那年起，就痴迷

于股票。“首先想到的是进行社会实践，看看书本中的东西

到底能否运用到社会中，再者也是检验自己的生存能力。” 

为了炒股，他背着父母将自己的生活费和此前积攒下来的零

用钱存了起来，开户炒股。“那时，股市可以说并不景气，

我被套牢是经常事。”但是，他从没有对中国股市丧失信心

。4月份，他就将毕业了，而工作单位也与其预期的完全吻合

，“已经和一家证券交易市场签约了。” 态度 父母并不支持

儿子炒股 虽然家境较为富裕，但在起步阶段姚劲并未获得家

里的支持，但是几次成功过后，父母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他

告诉记者，家里人在听说他偷偷炒股后，父母曾很严肃地找

他谈过一次话，“那次谈话简直可以用斗争来形容。”因为

这事儿，他还和父母保持了一段“距离”。 但是，2004年的

一次成功经历改变了这一切。经过潜心研究，他发现了一只

股票极具潜力，“当时是每股7元多，我马上买来了2000股。



”而这只股票也没让他失望，短短几天就一路飙升，涨到了

每股10元。几天时间，就赚了四五千元。他父母被此事彻底

征服，决定对其进行全方位支持。随后，他拿着父母借给他

的20万元，大量购买该股，最后持有该股超过了3万股。 前几

天，久未回调的牛市让他觉得非常不塌实。“根据我的分析

和计算，股市肯定要在春节前后有所调整。”最后，他以每

股净赚不到20元的价格抛掉了手中持有的所有股票。这样算

下来，除去还给父母的20万元，他总共赚到了30万元。 影响 

带动寝室同学一起炒股 在这几年间，姚劲完全可以说是学校

内的风云人物。在他的带动下，同寝室的同学都参与到了炒

股大军中去。“大家都是学经济和管理的，对于股票可以说

并不陌生，他能行，我们也可以。”昨天下午，在其宿舍内

，姚劲的同学们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而姚劲说，早在

刚读研时，大家天天讨论的话题就是股票。而在他的带领下

，全宿舍上下一条心，每天都要开个“操盘手会”，研究当

日的大盘和国内国外最新消息。 “这几年下来，同寝室的室

友们赚得最少的也都把学费给赚回来了，无形之中也贴补了

家用。”但是姚劲对记者坦言，炒股让他失去了大学时代的

不少乐趣，“平时大家去游泳、踢球时，我只能在证券交易

所里或电脑前看大盘。” [家长看法] 家长普遍不支持大学生

炒股 昨天下午，记者随机对沈城部分大学生的家长进行了随

机调查访问，在听说这一消息后，家长们不约而同的感到了

惊讶。 在沈城某机关单位，一大学生的家长刘女士在听说此

事后连呼“不可能”。但是，在经过短暂考虑后，认为这极

有可能是孩子家长一次性给了孩子过多的生活费所致。而记

者在对20名大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有17位对此表



示反对，他们均表示孩子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只有3位家长

表示可以理解，并尊重孩子的看法，但是表示股本来源一定

要是“正规”的。 [专家观点] 股市有风险不鼓励学生炒股 辽

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木西教授在谈到

大学生炒股时认为，大学生炒股行为显然是弊大于利，高校

和家长不应该支持。 他认为，大学生处在学习阶段，应当把

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专业学习上，而一旦投资炒股，便

难免占用学习时间，这样肯定会影响到学业。此外，炒股还

需要雄厚的资金和良好的心态，“大学生自身并没有经济收

入，日常生活开支都是靠家里的生活费，不具备炒股的经济

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大学生都很年轻，思想也不成熟

，炒股一旦失败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将很难承受

这一结果。 他还说，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炒股一方面固

然可以使大学生得到锻炼，但毕竟是一项风险较大的投资。

一些大学生认为炒股可以增长社会实践能力，而选择勤工俭

学、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求职等方法进行社会实践则更意义

。再者，一些大学生之所以投身炒股，大多是出于利益驱动

，想通过炒股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正因为炒股具投机性质

，大学生即使能够在炒股中获得一定经济利益，也将不利于

大学生人生观的形成和塑造。 [记者调查] 大学生炒股成普遍

现象 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像姚劲这样的炒股大学生在沈

绝不是少数，已成为普遍现象。昨天下午，在中山路上某证

券交易所内，记者看到，某高校大学生刘志明（化名）忙得

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他于去年开始炒股，“当时学校组

织模拟炒股，几次下来，觉得这里学问很深，也深深地吸引

住了我。”随后，他就开始利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零用钱在股



市内小试牛刀，“我同学早就开始买了，去年他们投资的是

基金，都赚了。”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不少沈城大学

生们均有“存银行不如买股票”的想法。 记者发现，大学生

炒股大多成本并不高，多至1万元左右，少则1000元不等，这

些“成本”来源主要是父母给的生活费、学费，还有一些同

学将打工收入也投入到股市中实盘操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