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金融读后感 金融的本质读后感(通
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金融读后感篇一

内容浅显易懂，干货并不多的一本书。由于是美联储大佬伯
南克所著，于是决定一看。推荐配合《还原真实的美联储》
一书来看。

其实这是伯南克的四场讲座的一个浓缩。第一讲美联储的起
源与使命，第二讲二战后的美联储，第三讲美联储应对金融
危机的政策反应，第四讲危机的后遗症。读完并没有什么感
想，大概因为这本书本来针对的就是基础知识的普及，可以
说是金融的入门书吧。在我看来就是一本《货币金融学》。
相比于批判当下流行的阴谋论，对fed的本质做了更深的探究的
《还原真实的美联储》一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华而不实。

这本书相当坑爹，看完四讲后发现全书进度才到一半，原来
后面一半是之前内容的英文版。不推荐购买。

金融读后感篇二

最近阅读阿比吉特和埃斯特联合著作《贫穷的本质》，作者
通过大量走访数据，试图揭开贫穷的本质所在，力求寻找人
类数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之所以看这本书，源
自一部相关纪录片《whypoverty?》第八集
《education,education》，关于“读书有没有致富作用”，更



确切地说是揭露“学历和贫富”之间的数据联系。这部片子
我还没能看，但在知乎上有讨论，其中就有人建议阅读《贫
穷的本质》这一本书。本以为这是一本励志商业书，但翻开
这本书，发现可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此书彻头彻尾属于一
本学术性书籍。但是他给你的收获也是满满的，而不是鸡汤
似的。但是也许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或许鉴于其他
方面，很遗憾作者真的没有勇气直面结论，道出贫穷的本质，
给出答案。到底为什么贫穷?作为读书笔记，我把答案从书中
各处提取总结到这里。

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存在一个叫贫穷陷阱的恶性循环。这一
点不论从世界和国家层面的宏观意义上，还是从一个人一个
家庭的个体上，都是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一旦落入这
个”陷阱“(就是财富价值或者收入低于某一水平)，就有可
能发生恶性循环。如同中国有句话：越穷越见鬼。这是最可
怕的。为什么可怕呢?这个陷阱里面都有什么?全球和国家层
面宏观性，我们无法做点什么，那就来看看个体上，一般都
有什么事情在这个陷阱里发生，了解这些，我们才可能摆脱
进而跳出来。

1、穷人可能无法获得足够有效信息

也就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这是陷阱中恶性循环的一个重要
环节，因为你一旦缺乏信息，所做的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
错误的决定后果只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因为你接触不到
某些人或事，所以无法知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你
没有足够的钱使用电脑和互联网，所以无法获得新知识;因为
你不知道化肥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你只能承受庄家的灾难;因
为你没有足够的医疗常识，所以拒绝疫苗抗生素导致疾病肆
虐。等等。总之，任何决策(包括生活事业上的任何决定)都
需要足够的正确知识和数据，否则决定可能就是错误的。

2、穷人可能更不理性、更没计划性、更懒惰、甚至更肤浅



书中有典型的例子，当一个吃不饱的穷人突然获得援助，他
不会将钱大部分用在购买基本温饱食物上，而是买更贵更可
口的食物，甚至香烟，还可能是电视机、手机等更奢侈的物
品。我们从身边其实也很容易发现类似的现象，例如富人看
书穷人玩手机，贫穷人家的电视时间占据大部分生活。这方
面可能与心理学领域有很强关系，属于人性的弱点。可能安
全感缺失下的利己本能。在穷困中通过某种简单的快乐获得，
掩盖或逃避面对某些困境。

3、穷人可能面对更多责任负担进而精力分散无法专注

简单来说，我们都知道钱虽不是万能但钱能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富人能用钱直接快速解决很多琐碎问题，然后专注于重
要的事情。但是贫穷则不能。而且，就算你突然拥有一笔钱，
可能你还是不能马上全部投入到良性的投资回报循环中，因
为有很多地方都在等着用钱，还没等到要做点什么正事，钱
可能就花了差不多甚至花光了。个人认为，还有被分散的精
力同样重要，当一个人被眼前琐碎的事情缠身，没有足够的
时间精力思考更长远问题和制定长远计划，我们几乎可以断
定这个人不会轻易迈出他当前的困境。

4、就算穷人开始创业也可能无法获得大成功

这一点有点反鸡汤。我们喜欢听到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故事，
但数据表明，白手起家大获成功的概率往往很低，或者说除
非你一举突破跳出陷阱，才有可能进入另外的天空。实际上，
也是中国人常说的，第一桶金。作者走访了很多白手起家的
企业家，发现这些企业家做的事业本质上就缺乏发展空间，
不容易形成规模效应，或者边际成本很高。作者也看到很多
迅速发展起来的小企业，但是往往这些小企业也很快遇到瓶
颈无法突破，进而很多这类企业家只能处于一种小富即安的
状态。即使这样的时候，外部也无法能给予他们诸如贷款融
资等配套，这方面属于下一点结论内容。



5、这个社会天生就对穷人不利

这一点其实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但事实确实如此，而且无
法改变。银行只贷款给富人，有钱才能购买保险，就算基础
医疗免费但是很多救命的医疗肯定是昂贵的，基础教育义务
化免费化但肯定无法跟更好的教育资源相比，无论如何只要
有钱买多一点书你就能获得更多知识。等等。至于为什么这
个社会要这样，书中有答案，社会学经济学很多学科都有答
案。

结束语：

总之一句话：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过去是未来更是。因为
这从本质上就决定了，从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又促进了。也
就是说，世界性的贫穷无法根本解决。换句话说，这个世界
总会有穷人。是否援助，都不能改变(当然援助肯定也是有意
义的，例如帮助他们学习知识普及常识，提供必须的药物，
创造就业岗位等等)。从个体来说，直接的援助也不能改变你
自己命运，如同以上的结论，除了不可改变的社会因素，其
他方面几乎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或者大部分你可以自己认
识到并进一步改善逃脱。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学习能力(获
得足够有效知识和信息避免错误的决策)、理性(善于计划自
己的生活保证不被人性打败)、专注(不论如何困境都要区分
轻重缓急专注于重要的事情)、然后主动向富人靠拢(争取更
多机遇)。

金融读后感篇三

格林斯潘的《动荡的世界》固然好，方方面面都点到合适的
位置，专业性很强，但伯南克这本《金融的本质》可能更引
人入胜，更娓娓道来，比较容易接受。把经济金融理念通过
美联储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出来，从19联邦政府因南北战争后
到20世纪初各种经济乱象而成立美联储(中央银行)，到1929
年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放宽信贷取消金本位促进经济快速稳



定发展，再到沃克尔治理70年代经济衰退的提升利率政策，
接着格林斯潘接过指挥棒间的大缓和时期，最后谈到伯南克
自己在解决问题时的手段以及对前人建立起良好基础的感谢，
描绘出一副美国经济金融1的史诗篇章，看完觉得真的收获良
多。ps:以为刚看到50%，再往后翻竟然是英文版了。

金融读后感篇四

第一讲：这讲里伯南克介绍了美联储的创始背景和目的，包
括美国放弃金本位的来龙去脉。美联储主要有两个功能：提
供独立、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及充当最后借款人。货币政策
用以调整、维持稳定的经济生活，最后借款人是用来应对金
融危机、避免银行大规模破产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
大萧条是美联储成立以来面临的第一次挑战，然而那次危机
中美联储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第二讲：这章里伯南克讲了二战后到左右美国宏观经济的发
展历程，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主要讲述了20世纪70
年代的大通胀，以及收紧货币后带来的通胀的迅速下降和失
业率的上升。20世纪80年代后宏观经济的波动收稳。伯南克
细致地分析了的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并与的互联网科技泡沫
危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房价下跌比股票下跌要严重得多，
因为住房抵押贷款会全面、深刻破坏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造
成大范围的恐慌情绪。此外，伯南克还认为制定货币政策的
央行应该保持自身的透明度。

第三讲：本章讲述了经济危机之后美联储的应对措施，典型
的例子是主要是通过将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扩大化，在有抵押
的情况下对aig提供了850亿美元的借款，以及促成了贝尔斯
通的重组。伯南克也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以及副作用：如
果任由巨型金融公司倒闭而不作为，可能引发更全面、系统、
严重、难以挽回的损失。但他认为并不应该有公司可以“大
而不能倒”。他也提到全球化对控制金融危机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第四讲：这章讲了后金融危机的一些现状，总的来说美联储
的措施是有效的，但美国的经济复苏仍然缓慢。读罢本书，
说一点感受：如果说读史书是以史为镜，那么读本书就是以
美国为镜。这次次贷危机的核心是房产泡沫，美国的房价在
危机前连续上涨了近30年。那么房价连续上涨了近的中国，
有没有房产泡沫呢？中国的监管措施无疑更严，但是我个人
中国目前的经济稳定性并没有美国的强。次贷危机的一个突
出问题是以雷曼兄弟、aig为代表的“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深
刻威胁这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那么中国大额举债的地方政
府和不良贷款堆积的商业银行，以及捉襟见肘的养老、社保
基金，如果出现危机，引爆的后果可能远比次贷危机恐
怖——要知道，美国的通胀可是一直保持在2%左右。

另外本书对于了解央行、货币政策等概念和运行机制也很有
帮助。

金融读后感篇五

金融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在我国各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大
都开设了相关客车。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学更注入了新鲜
的血液。

?金融学基础（第2版）》是经济学类学生的核心课程。全书
主要包括货币与货币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信托和租
赁业、保险、货币供求与均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货币
政策等内容。

本书以金融全球化以和wto后中国的金融现状为背景，将国际
金融和我国的金融结合一起。介绍了金融学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概念，讲解了近年金融行业出现的新理论、观点和以及现
象等。在经济全球换的大环境下，中国的金融业受到西方经
济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具有自身的特点，
本书着重讲解了不同环境下的金融现状，根绝中国的实际情
况讲诉了很多现实的问题。这本书系统的讲解了金融学的各



个分支情况，虽然看过了，但许多还是懵懵懂懂。我想很多
人也跟我一样，在看完一本书过后，时间会让它遗忘，但如
果能记住书中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观点，以及带给您的
启示，或许这就是读书的价值。

在众多学科中，我对经济、金融十分感兴趣，看的课外书也
大都是这一系列，我也希望以后的工作能与此有点牵连。同
时，为自己以后的投资理财提供一些理论上的知识，这也是
很有用的。

金融读后感篇六

最近读了《金融的逻辑》一书，受益匪浅。陈志武教授根据
自己20余年对金融工作研究得出的经验对金融做出了一些新
的理解与定义，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金融这门科学讲深讲透，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工作，提升
我们的理财观念。

《金融的逻辑》一书揭示了金融对社会的广泛、深刻和巨大
的影响。在展开这一主题的过程中，作者的独到见解令人耳
目一新。

第一，采用“经济——金融——政治——文化”这种四级互
动模式叙说问题。人类只要是要生存、特别是要发展，在生
产的基础之上，就必然会存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价值交
换；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经济、政
治、文化的制度来保障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交换有最大化的
收益、最小化的风险；越发达的社会，价值交换的数值、地
理范围、时限也越大，越需要一种先进的文化制度来做保障。

第二，用现代金融学的认知方式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如“孝”、“养子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陈志武先
生揭示了“孝道”文化的经济基础，指出“养子防老”是最
前现代社会人们规避未来风险的`重要手段，而儒家“孝道”



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
证。本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论述。

第三，由人们熟知的经济史观衍生出金融史观，用金融变迁
说明社会历史变迁及这种变迁对个人自由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这种理论与现实和历史相结合的叙述方式确实是作者学术功
力深厚的体现。

第四，提升金融的社会历史定位，把金融技术提升到与科学
技术比肩的地位——传统观念中的玩钱术、圈钱术和套钱术
变成了不断创新的金融技术。

陈志武教授在美国全面接受西式金融教育，但又跳出西方学
术界把金融问题模型化、计量化、复杂化，小众化的范式，
为中国读者勾勒出一个清晰的金融逻辑。在这本书中，作者
更多的笔触是讨论中国现在为什么有钱，以及中国有了钱，
为什么许多人并不感到富有。对于上述话题，他运用现代金
融学理论，详尽地分析了这是“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
民”的问题。他还通过探讨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中国
股市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将美国次贷危机引以为鉴来论述
自己的观点。

《金融的逻辑》引起了我对鹤山金融业发展的思考。在地理
位置方面，鹤山毗邻港澳，扼粤中水陆交通要冲，陆路国
道325线、省道江肇线纵横贯穿市境，建成的佛开高速公路和
正在建设的广珠铁路为我市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几年来，鹤山锐意创新，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大大推动了
金融业的发展。今年5月，鹤山市首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国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正式开业运营，这标志着鹤山市金融
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是鹤山市贯彻落实国家、省、江
门市关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
精神的重要举措。6月29日，交通银行正式亮相鹤山。鹤山支
行是交通银行江门分行设立的第一家支行，该支行的开业得



到了我市金融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交通银行江门分行首家支
行落户鹤山，表明了该行对于鹤山市金融事业的重视。

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良好的地理位置和海外华侨同胞资源，
结合《珠江三角洲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金融业方面与
港澳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吸收港澳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灵活的
运作方式，通过引进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扶持农村信用社
改革，申报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引进外资银行合作组建村镇
银行，扶持企业上市，推动政银企合作交流等方式，壮大鹤
山的金融业，努力配合江门市的金融发展，成为连接珠三角
地区和粤西金融业的互动中枢，更好地服务地方乃至广东的
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金融的逻辑》一书具有相当的理论影响力和知
识普及性。陈志武教授的文字非常平和，既运用通俗的金融
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又从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各个层
面旁敲侧击，让人读之醍醐灌顶。

金融读后感篇七

最近读的《货币金融学》，从中获益良多，接下来谈谈我的
感想。

?货币金融学》是由《货币银行学》发展而来，金融的三大支
柱是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本书也一这三大支柱为线
索开展开来。在讲解内容的同时，更讲述了近年来这些的创
新点，教材具有系统性、实用性和创新性。

一、本书的开头是先引入货币，对货币的定义，货币所包括
的范畴，对各国货币不同时期采取的货币制度进行介绍，以
及货币的演变过程，从实物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电
子货币，然后就是货币的职能。通过这一部分的阅读，可以
了解到货币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承接顺序
如何和问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演变，再者可以了解货币在日常



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使我们了解到货币是我们经济不可或缺
的。

二、第二部分主要是描述金融市场，其中有金融市场颇为敏
感的利率、汇率和各种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
及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对利率和汇率的了解，可以知道利率
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是如此的强烈，他作用于企业的借款成
本，也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同样汇率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差额。
再次也了解到各种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和运营模式，在这些
机构的营运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就需要相应的金融监管机
构来约束。

三、这部分主要涉及货币需求和供给，了解货币需求供给的
决定因素和理论发展过程，接着中央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
也就是从货币需求和供给出发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来促进整
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读后感篇八

索罗斯是市场上少数做宏观对冲的大师。这篇读后感并非为
概括《金融炼金术》主要内容而写。主要是自己从投资角度
做的有感而发。读完之后，才知道强如索罗斯这样顶级高手
在预测上也常常犯错。但这些误判并没有妨碍他的投资业绩
并最终在投资江湖声名远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促使自己
思考，并最终形成这篇读后感。
1.理解事件而非预测事件的能力
他对事件的预测结果并非十分出众。索罗斯自己也承认，提
前预测金融和经济对他投资生涯的成功贡献不大。对真实世
界的预测，索罗斯不断做出从未实现过的预言。在1985年9月
以前，经常预报里根大循环的不可持续，即将出现萧条。
在1981年以来一直担心银行系统的崩溃。同时，他预计1986
年的原油价格的暴跌可能会征收原油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的
生产商，可后来一直没有动静。他也曾预计日本将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力最终也没有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索罗



斯在日本的头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经过思考，他认识到了，
日本已经输给了新兴的亚洲国家。日本在日元升值方面走的
太远了，引发的投机潮随着日本经济政策的调整而破灭。
但在理解事件发生的含义和重要性上索罗斯表现出了一定的
与众不同。其在事件发生之初就能理解其深刻含义的能力比
较突出。索罗斯把它归结为他理解事物的框架不同。他的框
架就是众所周知的反身性理论。反身性在经济运行、股票市
场、外汇市场都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反身性本质上是一种相
互因果。在实体经济运行中，反身性具体体现为繁荣/萧条模
型，核心驱动因素是信贷/抵押的扩张和收缩：信贷增加，资
产价格上涨，抵押物的价格上涨，信贷进一步上涨。对于股
票市场而言，其反身性主要体现股票市场的价格和股市的企
业盈利上。如果股票市场或个股连续上涨，通常投资者对于
企业的盈利预期也会变得乐观起来，在真实数据到来以前，
这种乐观会进一步推动股市上涨。在部分特殊行业，企业并
购比较重要。股价本身是企业并购融资的重要变量。股价的
上涨通常会带动企业并购活动的活跃，从而在未来短期实实
在在的提升企业的经营数据，从而支撑股价继续上涨。外汇
市场上的反身性主要体现在外汇投机商对汇率未来的预期上。
这一点和股票市场类似。外汇走强往往会提振外汇投机商的
预期，从而进一步购买这一货币，进一步推升外汇。
索罗斯在外汇市场上挣取过非常丰厚的收益。在外汇市场的
投资记录充分体现了索罗斯对世界政治经济事件的理解能力。
比如在里根时代，他用“里根大循环”来概括1982-1984年的
全球政治经济局势。该循环的典型特征是：美联储加息抑制
通胀、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经济融资。最终表现在
资产价格上为：美元高企、美债收益率高企。他看到美元不
断创历史新高后认为这种局面不可持续，并建立了看空美元，
同时看多马克和日元的仓位。该仓位之前一直是亏损的。直
到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召开之后，他把广场协议召开看作是
“历史性事件”。广场饭店发生的事情表明，自由浮动的汇
率制度转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肮脏浮动）。肮脏浮动
意味着美国为首的央行将直接干预美元汇率，强迫美元贬值，
马克和日元升值。所以在广场协议召开后，他之前的货币头



寸给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丰厚利润，并且他还进一步加大类
似的头寸。
他自己1985年9月28日在《金融炼金术》中骄傲的写道：“我
总算能将外汇头寸保存至今，幸免于难。上周日五国集团财
长会议之后，我挣到了平生最大的一笔。接着我全力以赴，
在周日晚间继续购入日元，其后在上升的市场上不动如
山。”
2.假说性的预判
预测的失败并没有妨碍索罗斯成为一代投资大师。那投资上
的成功与预测中的失败，这二者怎么可能协调起来呢？这可
能是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和理解的地方。
关于对事情进展预测的失败，索罗斯也提到了一些原因，比
如可能在某些时期适合反身性的理论框架发挥作用，有些时
期则不能。索罗斯取得的成功主因在于，投资不是一个科学
实验。因为科学实验的结果和是否开展实验无关，也不会是
时断时续，在某个时间段有用，在某个时间段无用。科学实
验是逼近真理，而金融投资则是达到所期望的目标状态。所
以索罗斯把他的反身性命名为炼金术。炼金术的目标是操作
上的成功和准确预判真实世界的走势还不完全一样。在股票
市场投资除了要理解真实世界的规律还要去感受市场的主流
预期。有时候这个预期是错的，而精明的投资者是能从这种
主流预期中获利。在主流预期落空之前落袋为安。从这个角
度来看，索罗斯说市场总是错的也就有其道理了。这一点索
罗斯也承认。反身性方法论应用在金融市场，比在现实世界
中要成功得多。原因很明显，金融市场本身作为现实世界运
行机制的预测者，其功能并不完善。实际发生的过程总要同
普通的预期有差异。索罗斯提醒读者，金融市场的成功的秘
诀在于具备能够预见普遍心理预期的超凡能力，至于对现实
世界的精确预言则并非必要。2019年一季度的中国股市就是
个典型例子。市场对中国经济企稳的预期越来越浓厚，股票
市场也不断上升，而后经济数据显示这种预期是错误的。在
金融领域，即使不掌握科学知识也一样有可能操作上的成功，
而这一点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不可能实现的。
3.索罗斯的交易框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索罗斯是如何基于上述理念进行投资呢？用胡适的“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来概括也许比较贴切。索罗斯并不是趋势投
资方法也不是价值派。他会利用投资者的预期和价值观并试
图从中获利。索罗斯通常的做法是，在给出金融市场的走势
的判断时，极少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对于事件进程的理解和
预测上，索罗斯会建立一些尝试下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可信
度并不高。但这些假设很多时候都是非常大胆的。比如他
用“里根大循环”来概括里根第一任期。用“百年不遇的牛
市”来展望里根第二个任期的股票市场。但假设归假设仓位
归仓位，仓位的选择则十分谨慎。这就是“小心求证“的一
面。偶尔，他会建立某种程度的信心，此时他可能会加大仓
位，每当这种时候，报酬总是极其丰厚的。但即使这种情况，
也有潜在风险，事件的进程可能并不吻合他的预期。比如他
预言，关于“里根大循环”之后就是大萧条最终没有发生。
他强调这种尝试性的假设或者预言虽不能给出有效性的预言
但是有助于随时调整错误的预测。
与此同时，当出现一个竞争性的但也是试探性的假说，他也
会在头寸上有所体现。比如他认为未来一年股票市场会出现
大牛市，在此假说下，自然会增加股票多头的暴露。但随着
事情的进展，有一些风险因素可能会扼杀牛市，比如原油价
格暴跌导致的通缩风险（80年代也许有可能）。这个时候他
不会选择把之前建立的股票多头砍掉，而是反手建立一个空
头期货合约。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方面的把握性越大则减
掉一方的头寸。这种做法在国内被叫做锁仓。
索罗斯认为他这种给出假说然后去验证的思维方式和金融市
场本身很像：市场自身也在设计着各种各样的假定并将它们
付诸实际过程的考验，那些通过了考验的假说将进一步得到
了增强，而那些不合格的则淘汰出局。反映到头寸上就是头
寸的转移。只要你精心构造的假说不要偏离市场太远，你有
潜力持续比市场优秀。
4.结论：赔率还是胜率？
读完《金融炼金术》之后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靠什
么吃金融投资这口饭？靠预测经济走势比别人更准吗？是提
高自己在预测上的胜率还是提高预测上的赔率？强如索罗斯



这样的牛人在预判经济走势上也屡犯错误。提高胜率这个方
向发展似乎很难。从索罗斯试探性的假说、试探性的建仓。
如果把握大则加大仓位，如果把握不大则轻仓或者锁仓。这
背后本质也是一种提高赔率的投资交易框架。对的时候让盈
利大幅增长，错的时候控制亏损，这应该就是投资成功的最
佳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