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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影響決定

• IQ重要還是EQ重要?

• 智能商數，簡稱智商，是用智
力測試測量人在其年齡段的認
知能力（“智力”）的得分。
人的智商呈正態分布。



情商



2.長期持有蝕本貨，希望打和才沽掉

• 止蝕重要性 價格 下跌 回本的回升

100 0.00% 0.00%

90 -10.00% 11.11%

80 -20.00% 25.00%

70 -30.00% 42.86%

60 -40.00% 66.67%

50 -50.00% 100.00%

40 -60.00% 150.00%

30 -70.00% 233.33%

20 -80.00% 400.00%

10 -90.00% 900.00%



3. 不耐煩，缺乏耐性

• 要做到「低風險，高回報」，耐性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 一個有耐性的投資者會等到價位真正吸引時才投入資金；
若果等不到，便寧願錯過這次機會，也不會要自己冒過多
的風險。

• 另一方面，絕佳良機出現的機會很少，若沒有耐性，在等
待時已消耗了相當的資金，當良機真正出現時便無法把握。



4.過份看重過去的回報



騰訊控股 (0700.HK) 2004年6月16日，
以3.7元上市



5.貪勝不知輸

• 要懂得知所進退，最忌就係貪勝不知輸，由贏變輸，又或
者贏少一大截，見財化水！

• 再好的股票，都有一個合理值，偏離得太遠，調整將無可
避免。

• 所持個股股價升得多，甚至超逾目標價，如果沒有其他特
別因素進一步調升目標價，就要適時收割獲利。

• 即使仍有水位，就當留給接貨者追逐，無必要等到確認見
頂先跟住鬥沽，以免進退失據！



6.心理會計行為(Mental Accounting Behavior)

• 比如說，你打算在當地劇院觀看一場演出，門票每張100元。
當你到達那裡時，你意識到你已經掉了100元的鈔票。你還會
買100元的演出門票嗎？

• 金融行為研究發現，在這種情況下，大約88％的人會這樣做。
現在，假設您提前支付了100元的門票。當你到達門口時，你
會發現你的門票在家。你仍會花100元買另一張嗎？

• 有40％的受訪者會購買另一張。但請注意，在兩種情況下，您
都需要100元：不同的情景，相同數量的金錢，不同的心理區
間。很傻，對吧？



7.太過有自信

• 太過有自信(Over Confidence)

• 過份高估自己智識

• 低估風險

• 高估自己控制能力 (Illusion 
of Control)

• Illusory superiority

(or above average effect)



8.忘記投資與投機之分別

• 投機(Speculation)

• 投資(Investing)

• 投機 <> 投資

• 投機 (短期)

• 投資 (長期)

• 投機開始，投資終結



9.過份反應

• 過份反應(Overreact)
• 反應不足(Underreact)
• 當一個人遇到壓力，很自然會產生焦慮、憂心。很多時這種對
事情的焦慮感會形成一種推動力，使人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例如學生因考試而產生的焦慮，令他們更用功地溫習。當完成
考試後，這種對考試的焦慮感會漸漸減退。

• 焦慮症較其他的精神病更為普遍，大約每100人中有2至4人患
有焦慮症，並且大部份發生在女性身上。患者對事物過份緊張
或不安，身體往往會出現心跳、呼吸急促、出汗、發抖等現象。

• 害怕(fear)、擔心(worry)是各種焦慮症主要的共通點，各種
焦慮症的病癥十分相似，但有不同引致害怕和擔心的焦慮源。



10.害怕後悔

• 害怕後悔 (Fear of Regret)

• Investor Regret Theory

• 升市 - 害怕無貨在手

• 跌市 - 害怕有貨在手

• 升市就買，跌市就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