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期货交易心理经典(期货 心理)

“期货交易专业性很强，修养，纪律，策略和技术，缺一不可。策略和技术是基础
，直接决定每笔交易的盈亏；纪律使得盈亏有着一致的统计规律性；而修养是能否
最终成功的关键！

交易对生活和人生而言并非不可或缺，但操作金融市场是最好的历练，浓缩了人生
，更尽显了人性。生存下来的人，拥有远比其它行业从业者更多的优点，更少的缺
点和更深的人生感悟。他们的一生胜过其他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总合。市场是人生的
缩影。以交易为生就注定了一生的不平淡。

01

发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在期货操盘中，心理因素一直被视为投资世界中最为关键却又最为难以描述的一环
，尽管有研究显示投资者应该在大多数人感到悲观的时候买入，在大多数人乐观的
时候卖出，但是在实际交易当中，理论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02

过度贪婪会让投资者亏损的更多

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情绪会让人盲目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情绪很有可能
导致亏损的扩大化或者盈利的明显缩水。

所谓的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只是理论而已，过度贪婪很有可能导致未能及时锁定
利润并引发一系列的恶果。

03

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些重仓甚至是全仓交易的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都不会存活的太久。一次成功的投
机可能会给你带来不菲的收益，但是长期来看，这种成功不具备可复制性。任何一
次失败都会让重仓交易者血本无归。

交易失败时，最普遍的反应是立刻找借口来掩饰自己。比如，赔钱不怪自己，而是
主力太坏；或是差报表、坏消息，等等，断送了进步的机会，白赔了钱和精力。还
有丧失自信而消极颓丧地等候失败把自己打垮，不必要地延长了学习和提高周期。
需换个角度，积极地去面对，每一次创伤，只要不倒下，都必然是一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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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没有任何的作用，没能力改变被主力操纵的市场，只有去适应。交易遇到的各
种状况，带来的痛苦和快乐难以用语言表达。若非亲身经历，不会刻骨铭心。

开始就赔钱是好事，赔钱买教训是肯定的。交学费是每个参与者都不能省略的过程
，赔自己的钱是学习和懂得风险的最佳方式，而且，先苦后甜比先甜后苦要好得多
。会有很多不愿处理和不堪回首的艰辛时刻，但要勇于面对。

遇到挫折，自然想退回自我的内心以求保护；此时合适的独立思考和反省，会令挫
折显出意义并闪出光亮。曾经的经历，无论好坏，只要认真反省，都是财富。尽量
找以交易为生的人为良师益友去交流，或多看他们写的书，并多独立思考。

04

以下是两个交易绝招

第一绝招：交易胜率>40%、盈亏比>3

胜率不是指10次交易，而是百次、千次、五年、十年。60%以上的胜率可遇而不可
求，遇到也未必稳定，不要去强求；40%以下的胜率也太低了点；40%至60%的胜
率要求不算高，这个范围也容易稳定达到。

盈亏比>3是市场客观存在的现象，关键是你的交易方法能否协调这两者。价格波动
极其复杂，而描述趋势的方法总是线性的；盈亏比高的方法胜率往往低；无论你用
何种方法，对趋势的描述都会有假信号，而且数量不会少，假信号多了，胜率就低
下来，只有靠盈亏比高取胜了。

还有别的胜率、盈亏比的搭配比例，有兴趣者在第二招中自行计算。特别说明：胜
率>50%，盈亏比=1，也可以靠资金管理盈利；只是不知道谁有本事将胜率稳定在
50%以上。

最好能编写公式，对不同时间段测试，评价两个数据的稳定范围。没有这一招，在
市场能做的事就只是拼掉老本；练成这第一招，至少看到了成功希望！

第二绝招：接受亏损、约束行为、设定底线

系统会出错，人也会犯错误，这是事情的常态；人都怕自己吃亏，要求别人完美；
人性自私是一种不愿说出、但会随时表现出的本能。

市场波动随时诱惑你，千百个念头牵动你操作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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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卖吧，待会再捡便宜买回”；

“要跌穿了，少亏点好些”；

“这次可能又错了；

“在涨、在涨、快快”；

这时候，你需要战胜自己。

你必须改变心态，学习接受亏损是交易的一部分；小错可以有，大错不能犯；包容
小错误、接受亏损；你还要用铁的纪律、坚强的意志约束手指的行为，少看少动；
亏大了怎么办？用底线纠正错误：底线就是你资金管理所容许的最大亏损，来源于
历史数据测试。

可以看出，这两招是练交易的“智”，是练交易的“勇”；有勇气接受亏损、有勇
气包容错误、有勇气约束行为、有勇气截断亏损。

然后轻松愉快地笑对市场。如果趋势被你拿住，那就轻松享受利润；如果市场它就
没有趋势，那就愉快地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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