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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5_A8_E5_9F_BA_E6_c33_43895.htm 基于我国股市是单边

做多市，人们在股票买与卖的选择中，总喜欢买股票，而不

喜欢卖股票。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只有买股票才能

获取到收益，又因为市场盈亏比例二八定律的存在，人们记

忆的累积又形成“卖股票大多是亏损”的意识。久而久之，

喜买不喜卖成为了普通投资者的习惯。 然而，投资者只要明

白了买卖之间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或许会形成截然不同的认

识，操作行为相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这里的主

动与被动关系： 对于“买”来说，目前A股市场有1354个股

票，您想买哪一个就可以买哪一个；在一年250个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里，您愿意什么时候买入；在涨停板限价之内，您愿

意什么价格买入，就一定会有对手盘以这个价格卖给您；在

您仓位总资金量的范围内，在100股的基数之上，您愿意买多

少股就可以买多少股⋯⋯。总之，您买入或者想买入的时候

，您在股市中永远是个主动者！买股票的主动权永远在投资

者您的手上。 但在买入后，可能您猛然发现：想卖出股票的

时候，却发现买入股票时的那种主动权完全丧失了。因为，

无论您是想在盈利目标的某个价格，或者某个价格区卖出。

还是想在某个价格，或者某个价格区止损抛出。您总是要看

行情行事，而面对行情的涨跌，您永远是个被动者！ 这里主

动与被动关系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关于资金支配权的主动与

被动关系。在没有买入股票之前，您想怎么买就可以怎么买

，对资金的支配权在投资者自己手上。而买入股票以后，在



盈利或者少亏的前提条件下，这笔资金的支配权却在股票的

行情走势里。在这一点上，那些被深套的投资者体会尤甚。 

买卖的主动与被动关系，用一句市井通俗话语来概括，就是

：没买股票的时候，您是股票的“爷”，买入后想卖股票的

时候，股票可能却成了您的“爷”。 基于这种买卖的主动与

被动关系，市场中形成了许多股谚：现金为王、会买会抛更

会割、买股需谨慎卖股要坚决⋯⋯等等。除此外，这种买卖

的主动与被动关系，给予我们更大的感受与体会是：只有买

错的股票，没有卖错的股票。 因为，买错股票可能会导致您

亏损。而即使卖错了股票，卖出以后资金的支配权又回到了

您的手上，这笔资金虽然没实现收益最大化，但再也不会产

生任何可能的风险。况且，您又拥有了资金支配的主动权，

又可以运用您的智慧，去猎取新的投资机会，去实现新的投

资收益，甚至获取到比卖错之后更大的机会与收益。 人们喜

买不喜卖的习惯性意识，更多地表现在行情活跃时期对“买

”的冲动上，也更多地产生于受套后的惜售心理。久而久之

，又使大多数普通投资者产生了另外一种操作共象，即“拿

不住套得住”。买了以后往往涨了5～6%就早早一抛了之，

如果获取到10%的收益就是天大的惊喜。而被套30～50%甚至

更多却觉得无所谓，且时时沉浸在解套的幻觉中。如果投资

者有这种现象存在，那么他（她）一定是市场绝大多数亏损

者中的一份子，因为他（她）买卖中的盈亏比永远是不均衡

的。只要操作上有这种现象存在，那么他（她）帐户资金市

值的盈亏比只能是负号，而始终难以产生正收益。 买卖的主

动与被动关系又告诉我们：正因为买入是主动的，所以具体

操作上不可滥用这种主动性，要尽量克制主动性所激发的冲



动性。正因为在卖出时是被动的，所以在具体操作上要增加

抛出时的主动性，来争取化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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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