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书介绍·

编者的话：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

亏了
？

赚了
？

几多欢
喜几多愁

！

稀里糊涂乱投资
，

不如静下心来好好学习
。

本
报特更新财经

B O O K

栏目
，

愿更多的投资者读好书
、

找
方法

；

把你看过的好书推荐给我们
，

我们把精彩的理由
告诉大家

，

共同成长
，

共享成功
。

读书邮箱
：

sh ich an gb u @ v ip .si n a.co m

陈

英

/

文
官

兵

/

图

故事会Story

A8

主编
：

南方编辑
：

陈英组版
：

晓 君 E m ail

：

chenying@ zqsbs.com �电话：0755-83509452

2009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百姓投资

用西医诊治中国金融问题

胡飞雪

人人皆可成股神
左怀利

入市十五载，历经股海沉浮，曾幻想

皈依到股神门下，实现一夜暴富；也曾不

惜代价，追随股神买股票。可是，最终却都

是血本无归。 痛定思痛，我转变了投资理

念，坚持价值投资，做到与时俱进买股票，

逐渐从失败走向了成功。 至此，我才恍然

大悟，原来成为股神竟然是如此简单。

追随股神买股票

1995

年的夏天，我加入了炒股大军，

当时的愿望就是一夜暴富。 于是，我四处

寻觅股神，期望能借助股神的力量，让自

己一步跨进股市里的天堂。

那时，网络还不普及，能找到股神的

唯一途径， 就是天南海北地四处追随着

股神们， 听他们的讲座， 学习他们的方

法，买他们推荐的股票。 后来，全国各地

的电视台开设了股票点评栏目， 这下方

便多了，不用东奔西窜，坐在家里就可以

听到股神们的点评， 得到股神们免费推

荐的黑马。 当时，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

按照各个电视台播出股评的时间， 看完

这台看那台， 认真记录股神们推荐的股

票，次日立即追高杀入。 因为电视股神们

推荐的股票，次日开盘必定大幅高开，并

且高走，出现抢盘的现象是必然的，也许

是全国和我一样崇拜股神的人太多了的

缘故。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追随电视股

神们推荐的黑马买股票， 虽然当日买进

后，大都能获利，但咱们实行的是

T+1

的

交易办法，只有次日才可兑现，而次日往

往低开，亦或是高开后迅速冲高，然后回

落，稍有犹豫或是期望值过高，不能立马

出来，就会被套，甚至于套牢。 吃过无数

次亏之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原来

电视上的那些股神，准确的名字叫黑嘴，

往往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 人家是在

忽悠我们进去， 他们好出货呢。 想想也

是，不投入不劳动，坐在家里就能买到黑

马， 这可能吗？ 知道了这其中的猫腻之

后，自己的老本也亏得差不多了，只好吃

一堑长一智，赶忙调整追随股神的办法。

这时， 北京的一家投资公司热情地接纳

了我，我毫不犹豫地抽出一部分资金，打

入了他们的账号，成了他们的会员，并且

煞有介事地签订了指导投资合同。 此后，

我不折不扣地听从着他们的指令，心想，

这回我可是把真金白银给了你们， 光荣

地成了其中的一员，追随着他们炒股，还

不赚个钵满盆满。 说来也巧，当时正赶上

大盘向好，我在股神的指导下，倒也有所

获利。 可谁知好景不长，我还没来得及把

交给股神们的学费挣回来， 大盘就开始

调整了。 我按照股神们的指令买入的股

票，一次次套牢，有时我这个肉眼凡胎都

看得出来， 出现两阴夹一阳或是明显的

破位断头铡刀的图形了， 再不止损就会

坐电梯了，可是请示股神们，得到的指令

竟然还是一句耐心持有……

记得最为壮烈的一次追随股神炒股的

经历就是，全仓抢入了“银广夏”之后，当日

被套，次日低开后跌停。我慌忙请示如何操

作，股神们说，是洗盘，要静忍。谁知次日又

是一个无量跌停，我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八成是公司的基本面出问题了， 这回得自

己拿主意。于是，第二天我集合竞价挂单跌

停板， 可是由于无量， 排了一天也没有成

交。后来，在它连续出现了

7

个跌停板的时

候，才狼狈不堪地逃了出来。

学习才是唯一途径

追随股神期望一夜暴富的美梦破碎

之后， 我不得不静下心来， 认真学习有

关股市技术指标， 时刻关注国内外大

事， 对一些事关上市公司的新闻， 认真

分析琢磨， 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炒

股思路： 做到与时俱进买股票， 再也不

迷信股神， 企图一夜暴富， 更不去买股

神们推荐的黑马了。 对于那些分析大盘

明天是涨还是跌， 怎么说准确率都是

50%

的文章更是一笑了之， 只喜欢看那

些介绍普通投资者投资经历的故事， 从

中得以启迪。

思路明确之后， 投资就变得轻松愉

快起来。 今年，我就把投资重点放在国家

始终倡导的， 颇有潜力的农业股和具有

节能减排概念的上市公司上， 先后从环

保股、新能源股中分得一杯羹。 做到顺势

而为，有的放矢，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操作

方法， 坚持价值投资。 倘若偶然分析有

误，投资被套，那就有针对性地盯着手中

个股做波段，不断摊低成本，直至获利。

如此一来，懵然发现，投资并不复杂，获

利并不艰难，股神并不神秘，成为股神非

常简单。

从事股票投资以来， 脑袋里装满

了这十几年来， 有关国内外各个股神

的传说和故事， 如今细细回味起来，

幡然顿悟，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股神，

是因为他们首先是投资股市中的智者，

把价值投资作为利器， 从而分享着优

质上市公司带来的丰厚回报。 如此看

来， 投资股市获取丰厚回报的方法就

这么简单， 而成为股神的门槛就这么

低， 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可以做得到。

因此， 投资股市， 何用苦苦地四处求

询追随股神， 怎么忘了， 你自己完全

可以成为最棒的股神。

和田玉玩家的
“

风险投资
”

孔 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玩和田玉的

人似乎都患上了一个“通病”：对山料，哪

怕是品质相当好的山料及其成品不屑一

顾，只对籽料及其雕件情有独钟。 有人解

释说，这是因为现在青海玉、俄罗斯玉、

韩国玉盛行，而根据新国标，这些软玉均

可鉴定为和田玉， 消费者因此处于相当

尴尬的境地， 只能采取 “躲进小楼成一

统”的消极防御策略———只买籽料，不买

山料，以规避风险。 因为除了俄罗斯软玉

有少量籽料， 且其籽料皮色黑棕极易辨

认外， 其他地方的软玉至今未发现有籽

料产出，只要具备辨别真假籽料的能力，

就能保证购买到真正的和田玉。 中国的

玉文化是根植于“国玉”之上的，其他地

方， 尤其是其他国家所产软玉与中国的

玉文化毫不搭界， 人们从心理上产生抵

触情绪实属正常， 更何况与和田所产的

软玉相比，其品质确实不在一个档次上。

在深圳古玩城， 就有这么一个只卖

籽料雕件的卖家。 他们卖的东西也极有

特色：大多数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红、黄

沁籽料雕件，并且雕工相当好，有些还是

出自苏州名家之手。

谁都知道， 现在好一些的和田玉籽

料已相当难买， 更何况还具有一定的特

色。 多次询问之后，男老板才不大情愿地

吐露了一些“秘密”。

原来，小伙子多年前就已钟情于和田

玉。 一通狂热之后，他逐渐冷静下来，意识

到“大路货”出路不大，但要买到颇具特色

的东西却不仅难，价格上也难以承受。 于

是他多次赶往和田玉的产地，在玉石堆里

徜徉，以期发现具有特色而价格又不高的

东西，然后“捡漏”。 一天，他在一堆低档通

货中发现了几块颜色接近黑色、即使在强

光手电下也不大进光的籽料，一番讨价还

价之后，以极低的价格买到手。 在赶回旅

店的路上， 顺路买了几张

300

号金刚砂

纸，一进门就是一通猛擦，直到在石头上

磨出一个小窗口，露出红肉……

接下来， 他几乎买光了这个城市里

所有类似的东西， 运回小半车这种很多

人琢磨不透，当然也不敢碰的石头。

他找人试着雕刻了几件， 发现大约

1/3

做出来至少看料子相当不错，

1/3

要

么石性重，要么僵或者裂得厉害，即使雕

出来也卖不上价；还有大约

1/3

干脆就是

普通石头、卡瓦之类，只能以“白菜价”出

让甚至一扔了之。

那些质地不错的料在当地找了几个

师傅雕，上柜后顾客的反映是：这样的东

西拿给普通的师傅做，浪费了。 此后他便

常常赶赴苏州加工，好料加苏工，顾客好

评如潮而来。

“料子最多几百， 工钱至少上千，成

品售价近万甚至过万”，就是这个玉石商

人的生意经。 最近他拿来一个四色籽料

把件：皮为全红色，红皮之下漏出的黄玉

被巧雕成半块璧； 里面主要的玉色为白

色， 且细腻油润； 而就在白玉与黄璧之

间，居然有一条带状的黑墨！ 小伙子将其

称为“福禄寿喜”四色玉，并且是苏州名

家范同生的作品，落有“文同”款，其身价

自是不菲。

当我把这故事讲给一同事听时，他笑

称，这和风险投资异曲同工：买一大堆籽

料，大约相当于投资多家企业；切开一看

惨不忍睹的， 大致相当于所投企业垮掉；

一时半会卖不出去的，好比所投企业尚无

良好退出渠道；而一块看似垃圾料的料子

却做出令人惊艳的成品，恰似投资到一家

投入成本低、成长性却好，又有良好退出

通道的企业，想不暴赚都难。 而只要一单

成功， 即可在弥补好几单亏损后仍有所

赚，这一点也与风险投资极为神似。

当然， 现在卖料的玉商都已经知道

这些深色料中可能开出极有价值的东

西，不仅不再论堆卖，单件的价格也已经

高得离谱了。 当我把“机会不再”的想法

告诉那小伙子时， 他神秘地笑了：“也不

一定，其实机会还是有的。 ”具体指什么，

他没有再说下去。

这家伙，真该去做风投！

房子
，

想说爱你不容易
———

一个网友的买房自述
2009

年后， 我一直在看房， 说句实

话，我就是一个刚需，实在的刚需！

先简单介绍下我自己的情况： 来深

圳有

4

年了，去年结婚，今年小孩要出生

了，很需要一套房子，真的！不过很不幸，

最近失业了，很压抑，目前靠做一点小生

意，失业前每月工资是

9000

左右，现在也

差不多，老婆每月

6000

块。每月全家的消

费大概是

4000～5000

块， 存款

50

万左右。

这样的经济条件在深圳，应该还行。

刚来深圳的时候， 没钱， 工资也不

高，家里也没钱，买不起房。等我工资高

起来的时候， 房价哗哗地涨起来了。从

2007

年开始，我一直都在观望，计划

2009

年出手，金融危机嘛，房价下调了，

2008

年开始到处看房子，新房那是不敢看，价

格高啊，买了后我一穷二白也算了，问题

是还要贷款，所以一直想淘一个二手房。

现在我住在深圳关外，

2008

年也看了

很多楼盘，一般好点的小区单价要

8500

元

以上，实收！曾经看中了一套两居室，朝向

也可以，我很满意，一问价格，

72

平米，

65

万！中介一个劲地说，便宜，太值了！天哪，

这叫便宜？想想再等等，观望！毕竟这是我

们两口子的辛苦钱啊！想

2009

年该降价了

吧！

2009

年来了，来了一个小阳春，这个火

啊，大伙都在抢房子了，看网站上，这里那

里又一次一天全部卖了。有个楼盘，年前

还有优惠，现在啥都没有了，还涨价！真是

有点后悔，没办法！报纸上，网站上，唱空

的有，唱多的有，分析的头头是道。可是，

我们小老百姓哪里懂那么多，也不知道听

谁的，我只想有套房，就这么难啊！有些说

是人为的炒作，我不知道，毕竟，这个社会

太多的作假了！

我的好老婆说，暂时不买，现在经济

形势这么不好，问题是找不到工作，你看，

多少的人失业，我们暂时租吧！再说，即使

买了，在深圳，我们仍没户口，也只是暂住

而已！各种理由找出来安慰自己，要不能

怎么办？不过现在的形势确实不好，记得

2007

年我找工作，网上一发简历，好多公

司都来找我，呵呵！不是显摆，现在呢？简

历发了两周了，没人理我！呵呵，再看看我

周围的朋友，失业的，降薪的，大把！就这

形势，房价怎么就涨起来了？看不懂！难道

房子不是卖给工薪阶层的？我知道深圳有

钱人多，可是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吧！

这房子到底还买不买？ 和老婆商量

再三，最后决定，我不想做房奴，再攒点

钱吧！ 回老家了，老家有房子，以我现在

的积蓄，回老家买了房，还可以买辆车，

还有本钱做生意，小孩也可以照顾好。 可

是在这个高房价的发达城市呢？ 真是体

会到了表面风光，内里沧桑了！

事实上，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曾经看到有人也在网上感叹：“自从上次

看了中信湾上六座的房子均价涨了

2000

元后，我就没看房了，有时会关注网上的

二手房，涨得那个离谱啊！ 现在想在深圳

买房的念头已降到零度了，想想算了，我

们的户口都不在深圳，买了房也是暂住，

房价那么高，回老家买一个吧，或者大不

了再回农村建个房。 ”呵呵，难道房价一

涨再涨非要逼得我们这些工薪离开奋斗

的地方吗？ 究竟谁有资格留下来买房呢？

房子，想说爱你不容易！

（摘自深圳房地产信息网）

比较而言
，

中医虽然源远流长
，

但在近现代却落后了
。

现在的中
医不如西医

，

西医的检测
、

诊断和治疗技术整体上高于中医
，

所以现
在的中国医生给病人治病

，

基本上采取的是西医的那一套办法
。

给身
体治病

，

需要采用西术
，

分析中国的经济金融问题
，

诊断其病理
，

并据
以开出施之有效的药方

，

也需要西术
，

需要以国际视野和现代眼光来
审视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

。

我认为
，《

金融的逻辑
》

就是这样的
一本好书

，

作者陈志武先生对西方欧美的金融经济发展创新演变史
非常熟悉

，

对当今国际金融经济的前沿和现状也非常熟悉
，

他回过头
来对中国的金融经济问题的分析

、

诊断和建言
，

很值得我们珍视
。

本书值得读者珍视的内容很多
，

择其要者
，

至少有三
：

一是陈教授认为
，

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问题代表了两个极端
：

在美国
，

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
，

出了问题再说
，

没出问题
可以完全自由

。

而中国则是
，

如果没有政府批准
，

任何创新都不行
。

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
，

是针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
，

但创新
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

，

是创造出以前不熟悉的东西
，

所以
，

创新
是不应该被监管的

，

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
。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
家

，

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
，

那么其它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
新

。

中国式的监管
，

并不能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

这里陈先生打了
一个精彩的比方

，

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
，

他当然不
用担心被水呛住

，

但他也学不会游泳
，

等他下次掉进水里
，

他就会
淹死

。

所以陈先生认为
，

中国的金融监管
，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
，

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
。

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
中之所以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

，

正是与金融发展落后
、

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有很大关系
。

金融市场不完善
，

也制约了
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

。

中国从次贷危机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
：

千万
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

，

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
新的做法是对的

。

中国必须学会游泳
，

即使要交学费
，

也应该去学
。

二是陈先生认为
，

美国人之所以比任何国家更显得有钱
，

重要
原因是它有让任何资产

、

任何未来收入变成金融资本的资本化制
度体系

，

让那些不能动的土地和资源
、

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未来收入
变成今天就流动起来的资本

，

让财富转变成资本后就能
“

以钱生
钱

” 。

一句话
，

美国人之所以显得更有钱
，

敢于花明天的钱
，

在于他
们有一个发达的全球资本金融中心市场

，

这个资本金融中心市场
可以很有效地把一些资产

（

如土地
、

劳动
、

知识
、

未来收入
）

转化成
现金流

，

供人们自由交易
、

使用
。

美国人钱多的深层原因是他们有
一个发达的资本金融市场

，

那么更深层更核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

陈先生指出
，

是
“

股东中心主义
”

的法律变革
。

一国实体法所规定
的对股东或证券持有者的保护程度与它的资本深层的流动性和发
展深度有重要关系

，

发展程度高
、

流通性好
、

股权分散的资本市场
通常对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也最好

。

这就触及问题的核心了
，

即私有财产权制度
。

私有财产权制度确乎是问题的要害
，

离开这
个

，

所谓发展
，

所谓人生幸福
，

皆是妄谈
。

三是陈先生认为
，

中国和西方在传统上的最大的差别是
：

儒家
文化下的中国人只相信血缘关系

，

而西方人从两千前就认识到
，

做
信用交易的双方并非唯血缘关系不可

。

在本书中
，

陈先生反复指
出

，

中国人的
“

家庭
” 、“

宗族
”

其实也是经济组织
，

也是一个金融
保险体系

，

血缘亲情关系中人的
“

礼尚往来
”

也是一种经济交易关
系和信贷保险关系

。

在农业社会
，

在经济处于不发达的自然自足状
态时

，“

家
”

这个经济结构勉强可以维系支持人们的简单生存
，

但
要帮助人实现高度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

家
”

就勉为其难了
。

现
代人们的生存和发展

，

需要比
“

家
”

规模更大功能更完善的组织体
系

，

即资本金融市场
。

中国的娜拉们从家里出走以后怎么办
？

五四
时期鲁迅那一代中国人由于囿于中国文化

，

在传统里打转转
，

绕圈
圈

，

不可能找到出路
，

目前的所谓新儒家的倡言也流于空疏迂腐
，

不可能有疗效
，

我们看陈志武先生的这本
《

金融的逻辑
》

便可知
道

，“

家
”

已经满足不了现代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
，

在人走出
“

家
”

之后
，

需要一个无形大的外部金融市场来作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支
持系统

。

我以为
，

陈先生指出的这个前进方向是正确的
。

继畅销书
《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

之后
，

陈志武在新作
《

金融的逻辑
》

中继续尖锐追问
：

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
？

为什么中
国人钱多了反不安

？

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
？

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
？

为什么
“

养儿防老
”

不道德
？

为什么
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 ……

《

金融的逻辑
》

深入浅出地从财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谈起
，

解
读了资本市场和股市的密码

，

深刻地剖析了金融危机的起因与可
能的走向

，

对金融的逻辑进行了正本清源的阐述
，

从而全面驳斥了
市场上流行的

《

货币战争
》

关于金融
“

阴谋论
”

的谬论
，

再次起到了
痛击时弊清迷局的效果

。

作者还创造性地从金融作为
“

大社会
”

中一分子的角度研究金
融

，

对儒家文化进行金融学反思
，

启发了更多人思考转型中的中国
社会

、

经济和文化
。

《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