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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就成!小股民"

经济学院数量经济专业大二
学生潘成是财大股票研习社的现
任社长，他介绍，去年秋季和今年
春季的招新会上，社团的人气始终
很高，目前已有 !"#位会员。社团
除了不定期组织讲座、实地探访参
观证券行业相关单位以外，每天都
会通过飞信、微信将专业的分析文
本推送给会员。

社团聚集了一批对证券感兴
趣的学生，大多数都已经是有实际
交易的小股民，其中还有不少资深
股民，社长潘成就是其中之一。几
年前，还在读中学的潘成就对股票
交易表示出了深厚的兴趣，妈妈给
了他 $%万元本金表示支持，“&%$$

年，我买入了自己第一支股票
"%%'&"兰生股份，买入价格大约 '

块多。运气比较好，当时正是低点，
一入市就开始涨。”

就这样，顺利的财富增加让潘
成感受到投资理财的乐趣，假期里
每天早早起床等待 (时 $)分集合
竞价，“当时价格的每一分涨跌都
会牵动我的内心，我会紧紧盯着电
脑看，涨了就很开心，跌了就很失
落。上课的时候也会拿着手机看。”
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潘成
买了乐视网的股票，当时只有 &%

多元，现在涨到一百多元，翻了很
多倍，尽管中间曾经抛过，但在绝
大多数时间里潘成都持有这只股
票，对他来说自己就像伴随这家公
司一起成长。

炒股为媒进了财大
炒股之前，潘成的兴趣是军事

和历史，自从接触了股票就开始关
心财经，也发现了自己对这一领域
的兴趣，决定报考财经类院校。“当
时我父亲还有些反对，希望我能报

考复旦或者浙大，但是最后被我说
服了。”

从高中生股民到学习专业财
经知识的大学生股民，更多的知识
储备让潘成能做出更专业的判断，
“看到数字背后的东西”。他举例
说，以前看企业财报，只能看懂数
字代表的业绩表现，但不知道数字
背后的规律，“例如一间公司去年
下半年收购了一家银行的部分股
权，根据会计准则，这部分收益并
不会计算到公司当年收益，而是计
算入下年收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判断这家公司的一季度一定会增
长，从这个角度可以预测股价的变
动。”

有时候发现和观察一只股票
也来自生活经历。有一次，潘成关
注到光线传媒，这家公司出品过许
多热门影片。有消息说即将上映的
《不二神探》将成为该公司打造的
又一神片。为了亲眼看看“神片”的
效果，潘成特地买了零点场首映的
电影票，结果影片大失所望，潘成
当即决定放弃这只股票。

兴趣导向第二课堂
“开办股研社的目的不是鼓励

大家炒股，而是学校以兴趣为导向
开展的第二课堂教育。”上海财经
大学经济学院李阳是股研社的指
导老师。他说学生们的热情是最让
他欣喜的地方，“这种热情不是来
自股价上涨带来的刺激体验，而是
财经类学子从兴趣出发，求知若渴
的学习状态。”

为了让学生们切身体验炒股，
股研社每学期还会举办模拟炒股
大赛，提供给学生虚拟账户和资本
进行演练。&%%*年，由财大股研社
在全市 +*所高校范围内发起的模
拟炒股大赛吸引了 ,###多名学生
参与。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学生们

将所学习的价值分析、报表解读、
政策判断等各项知识，运用到股票
买卖中，实践成果通过虚拟收益体
现，实现了用知识指导实践，实践
成果又反作用于学生对知识的思
考，在增强对知识掌握的同时，还
帮助学生切实感受了股票市场。李
阳说，股研社不是要教学生们一夜
暴富，而是教他们正确对待股票市
场，掌握股票价值分析的基础知
识，“经过学习，学生视野的高度、
广度都会不一样。”

潘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加
入股研社后令他骄傲的不再是简
单的财富增加，更是自己在心态上
的成长。“以前想做长线，但总是没
耐心，拿不住，股价的波动会影响
自己的判断。”现在自己更有判断，
持股也稳多了。

不宜过早介入股市
对于越来越多在校大学生涉

足股市，李阳认为这是在经济进入
新常态下，学生走在时代前沿、紧
跟社会热点并且学习能力强的表
现，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
象。“学生没有自身抗风险能力，时
间精力有限，分析判断力也有待提
高，不宜过早介入股市，还是应该
以学为主。”李阳说，光是堵是堵不
住的，要疏，教习知识的同时也要
做生涯规划指导，这也是股研社工
作的一大重点所在。“股市越是热
就越要加以引导，如果股研社的同
学都去炒股耽误了学业，那就违背
了创办社团的初衷，过犹不及了。”

作为股研社的社长，潘成也看
到一些同学为了炒股甚至动用了
生活费，而且过于被股票的波动牵
动情绪，“我不赞成用生活费炒股，
毕竟股市有风险，但如果有一点闲
钱投入股市，也是一种人生阅历
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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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股神”声名在外，很多学
弟学妹们来找他咨询证券问题，开
讲座。尽量满足要求的同时，他也
在思考，是不是应该为学弟学妹们
做点什么。“我想做些有意义、有趣
的事。”这是刘正泰一直喜欢说的
一句话。
趁着大四学业不重，时间充裕，

他决定，要在“走出校园前，为回馈
母校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周以前，刘正泰开了一个公

众号“微群讲座平台（微信号：-./!
012/34.5）”，邀请行业内的牛人、过
来人给学弟学妹提供免费讲座。国
鸣投资的副总裁讲股市形势和职业
规划；67合伙人谈新工业、新三板；
+'年股龄的房企高管方教授教炒
股绝招；学长学姐分享股市见解
……也不另外找场子，就在群里讲，
语音、文字、图片，一样不少，而且不
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打通了讲座者
和听众的沟通桥梁。
“平台的粉丝数一周就突破了

!###人，每次活动都有场均 ,##8

的报名。”刘正泰不无得意地说。一
些朋友知道后，主动来找他开讲座，
也有教育培训机构要来合作，但是
都被刘正泰拒绝了，“我们不想做得
太商业化。”他要把免费讲座进行到
底，活动开销自己炒股赚的钱就可
以负担，“复旦的学生还是需要点奉
献精神和人文情怀的。”
不少人想开户入市，刘正泰并

不是全都赞同，他说想炒股有主见
是第一位的，“炒股时，有时需要果
断认错，有时也需要坚持己见。”刘
正泰特别提醒新手要谨慎入市，不
要追求冒险，他也欢迎更多股票“大
牛”和“小白”到他的微群讲座平台
来思想对撞，就他个人经验而言，入
市有几个关键点：“要有保险思维。
要将经济入门的知识学懂学透，同
时结合实践。还有，不要迷信理论！”

从模拟炒股一路走来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股

神”，对于更多想要去股市一试身手
又苦于经济能力不足的大学生，模
拟股票或许是个好选择。
“第一次炒股是去年 ,月上海

几所高校合办的理财月模拟炒股大
赛上”，别看是“第一次”，上海财大
金融学院信用管理 &%$!级的吴狄
表现就不一般，拿下了第二名的好
成绩。爸妈都是老股民，深受熊市之
害，“以前家里吃晚饭时最常看的就
是《今日股市》节目，所以尽管我没
有刻意关注股市，其实炒股的烙印
早就在我身上了。”吴狄说。
除了交易真金，模拟炒股大赛

和真实的股市没有差别。对吴狄来
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荣
誉或是几百元奖金，而是在模拟市
场中“出师”了，有了“一定会比不分

青红皂白携款冲进牛市的人更有胜
算”的自信。
此前，班级里除了他只有一个

同学在炒股，但是这一波牛市氛围
中，在两人的带动和老师的鼓励下，
班上男生已经人人炒股了，女生也
有很多人炒股或者看看行情。“同学
们真的是‘各显神通’，有的把真假
难辨的小道消息兴奋地分享给大
家，有的人看好某某板块，有的人另
类解读新闻，还有的分析经济形势
和股市资金。”说起班级里的炒股氛
围吴狄也很兴奋，“最疯狂的时候是
去年券商股疯涨涨停，我亲眼看到
几个没课的同学围在一起一边看着
自己手里的券商股行情，一边大喊
‘涨停！涨停！’现在想来都觉得好疯
狂。”
初入股市的时候，妈妈就嘱咐

吴狄：“现在炒股赚的钱再多也不会
有多少，真正受益终身的是你入市
以后培养出的正确的投资观以及人
生观”。所以，每天看股的时候吴狄
总会提醒自己：“盈亏不重要，但是
我能不能拿住亏的股票？我能不能
拿住赚钱了的股票？”这种心态让他
学会了淡定，培养了耐心，由此带来
的日常改变才是让他最开心的收
获，赚钱只是次要事。

吴狄曾在 &'9,,元的高价买入
%%&!+&三泰电子，后来一直跌到 &)

元，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股思路。后
来跌到 &!元的时候，着实让他伤心
了好一段时间。但最后，三泰电子借
重大事项停牌、复牌涨到 ,%多元，
这笔“亏得最多的交易”成了“赚得
最多的一笔”。同学们所谓的“内幕
消息”他也曾盲目相信过，结果买入
某只股票，说好的涨停变成了大跌，
在认输割肉后倒反而变成一次很好
的“教育”。“炒股自然会有挫败，无
非就是怀疑自己不断下跌的股票是
否是自己当时选出来的一只好股，
是否应该认输抛出。而且这些经历
教会我，只有自己的分析才是最靠
谱的，就算错了也没关系。但是盲目
听信他人所谓内幕消息而随意交易
是对市场的极不尊重。现在我对于
股市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敬畏
市场。”

吴狄并不认为炒股会影响学
习，在他看来，喜欢炒股和喜欢踢足
球或者喜欢看电影没有区别，反而
是一种非常好的理财方式。“大家可
以通过炒股早点确立正确的股票投
资观。只要你愿意学习，炒股也可以
像做饭、修电器一样作为一个人的
必备技能。而对于财经类专业的同
学，就更应该理论结合实际。只有自
己真正地投身于二级市场之中，才
会对金融乃至经济运行有更深的理
解。当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所以在真正把自己的人民币投进去
之前，还是先在模拟炒股之中历练
一下吧。”

财大有个股研社
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校园里，凑近三五成群的学生，很多学生都在讨论股

市行情。在财大，好像不炒点股，不看点行情，就有点落伍。2006年，中国股市
长达5年的熊市阵痛刚刚退去，牛市的喜悦接踵而来，也就是那个时候，对市
场行情格外敏感的财经学子创办了大学生社团“股票研习社”。9年来，社团的
发展也伴随中国股市的起落而起伏，这一波牛市的到来，使得这支社团再度集
聚人气，成为上海财大人气最旺的社团之一。

本报记者 易蓉 王文佳

! 刘正泰经常应同学邀请开讲座谈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