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收益不是太高的情况
下，汇兑损失和投资成本是

投资者购买 QDII产品时必
须考虑的问题。

对于QDII产品而言，在
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汇
兑损失永远是一个无法回避
的硬伤。以人民币购买的
QDII产品，必然要经历一个

将人民币换成外汇进行境外

投资，待境外投资收益汇回
后，银行再将外汇换成人民

币支付给投资者的过程。投
资者实际取得的收益取决于
汇兑损益和投资损益之和。
目前，人民币一年的升值幅
度在 5%左右，如果 QDII产
品的收益不能弥补和超过这
个损失，投资者实际无法有

收益。

王先生最近来电称：听
朋友说今年股市行情不错，

自己在今年 5月初投资了
10万元，结果到现在亏了
3万多，还套在股市里。现
在手头还有 50万元余款，
该如何理财?为此记者请广
东发展银行金融理财师为
他提供一点理财思路。

该人士指出，家庭理
财有三大规律：第一，组合
投资，关注综合效益；第
二，长线是金；第三，让财
富真正属于你。他表示根
据上述规律，投资者必须
放眼未来，从全局观点来

把握理财，股票被套很正
常，因为谁也没有能力从
最低点买入到最高点卖
出，更何况所谓的高点和
低点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变化，所以最重要的是
心态，要达成理财目标，关

键是自律。
然后，他建议王先生对

目前手头的余款进行组合
理财：首先考虑保障，重点
配置寿险、重大疾病险等，
一般家庭保费不超过总收
入的 10%，家庭的保额约

为总收入的10倍；将剩余
资金的 10%存入银行，作
为家庭的流动资金，30%买
短期人民币理财产品，40%
投资偏债型基金，20%投资
偏股型基金，通过资产配
置，实现稳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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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跌势凶猛，今年入市

的不少投资者都已经开始亏
损，面对每天不断见新低、账
面损失不断扩大的局面，投资
者是“壮士断腕”，止损避免
深度套牢，还是坚决捂股，决

不把自己的股票在相对较低
的价位上割肉给庄家?

其实每个投资者在买入
股票被套后，首先面临的问题
就是必须在卖还是留之间做
出选择，也就是在止损和捂股
之间做出选择。笔者认为，具
体选择时可参照如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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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凡是根据上市公司的
基本面情况，从投资价值角度
出发选股的投资者，可以学习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不必关心

股价一时的涨跌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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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是追涨型的买入，一
旦发现判断失误，要果断地止
损。如果没有这种决心，就不
能参与追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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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最大的失败不是一时盈
亏多少，而是因为一点失误就
把短线做成中线，甚至做成长
线。不会止损的人是不适合短
线操作的，也永远不会成为短
线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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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要认清自己的操作风格和
擅长的操作技巧，如有的投资
者有足够的看盘时间和盘中感
觉，可以通过盘中“T+0”或短
期做空来降低套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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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指数较高时，特
别是市场中获利盘较多，股民
们得意洋洋、夸夸其谈时要考
虑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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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fgUh"后市下跌空
间大的要坚决止损，特别是对

于一些前期较为热门、涨幅巨
大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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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mn" 如果是主力出货，
要坚决彻底的止损。但要记
住：主力出货未必在高位，主
力洗盘未必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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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样不仅
仅是为了回避风险，也有利于
心态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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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定投和一次性投资，
到底那种投资方式更好?在不

同的市场环境中，两种方式各
有优劣。如在持续上扬的股市
中，一次性投资的收益明显高
于定投；而在持续下跌的熊市
中，一次性投资的亏损也会大
于定投。

眼下，股市处于震荡调

整阶段，在这个阶段，定投的
综合收益将高于一次性投
资。举个例子，某只基金在期
初净值为 1.2元，此后最低

跌到 0.8元，最后又回升到
1.2元。如果投资者在期初一

次性买入该基金20万元，到
期末的收益是-1.5%，即损
失了手续费；而如果投资者
把 20万元拆分进行每月定
投，最终的收益为16.38%。

基金定投的好处是，不
会让你在最高点被套牢，因

为它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摊低
成本。但是，也不会给你带来
最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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