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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志尧是亚洲财富管理专家，台湾最红的理财畅销书作家。在曾志尧眼里，理财就是世界上最最

简单的事情，可是几乎99%的人都没有去做！

　　《35岁前要上的33堂理财课》内容包含从初学入门必须知道的理财观念到理财进阶的实务操作，

曾志尧在书中跟大家谈谈他的理财经验，当然也包括作者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那些惨痛的大赔教训与

投资获利的心得与窍门。活学活用，一看就明白。

　　一 理财不要跟风，理财是你自己的事

　　股市里有句老话说：当卖菜的大娘都在谈论股票的时候，我们也就该赶快撤离股市了。道理显而

易见，不论是股票还是基金、房地产等任何一种投资工具，过度依赖它们过去的绩效与别人的经验而

盲目跟风，无疑是最冒险的行为。

　　“人贵在自知”，赚钱或者理财的成败，绝大多数取决于投资人的个性，在理财行为上，首先要

了解自己握有多少可动用资金。例如经济来源、收支情形、储蓄总额等等，弄清楚之后，再来设定理

财目标，才会知道该采取怎样的策略。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真正的“自己”，透过投资属性测验，或

者经由别人眼中看到自己，他们都急于否认：“不会啊！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发现就算媒体以及专家不断宣传投资理财的注意事项，真正落实的人依然少之又少，以至于出

现“保守投资人不保守”、“止损停利未严格执行”等等投资盲点，但是若能通过自我认知以及严守

规则认识自己的盲点，势必能够在投资难度增加的环境中，跑赢大盘，实现理财目标。

　　盲点一

　　经验落伍 没有全球眼光

　　仔细分析这几年投资人的投资行为，我发现很多投资人比较偏好股票为主的投资标的，虽然中国

股市最近两年飙涨数倍，但是一般投资人的获利并不是像媒体说得那么好。

　　以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再加上中国市场崛起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地处全球消费商品与

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生产基地的中国市场，在人民币将要升值的前提下，企业应对汇率变化的能力必须

提高，由此产生的不确定因素也可能随之增加。因此，未来投资人要掌握上市公司的营收数字与利润

也比以前困难许多，我们从最近QDII商品获利不如预期，就可以知道在投资开放之后，投资公司与投

资人掌握投资契机的难度已经提高了很多。

　　虽然资深投资人对中国股市情有独钟，对中国企业与股市也充满感情，他们认为打开报纸与电视

，就能够很轻易地掌握投资标的的相关信息，“那是看得到、听得到的”，而对于美国的道琼斯工业

指数、香港恒生指数或其他国家的股价指数，不管涨多少跌多少，却只被他们看做是无意义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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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资人有正相关的，他们就觉得那是透明的，否则就有距离感，不熟悉、更不愿接触。

　　举个例子来说，2003年到2006年，中国股市涨幅超过4倍，海外市场的涨幅也颇为惊人。比如，中

东迪拜股市上涨了14倍，印度股市上涨了4倍，原物料基金上涨近1倍，东欧基金上涨也超过1倍，因此

，我建议您打开心胸，除了中国股市之外，海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和投资的国家与投资标的。

　　“等到挫败，才会感觉心痛”，这是股市低迷不振，散户被套牢后的感触，我建议投资人打开视

野，充分吸收海外市场信息，通过不同市场布局，分散风险，并掌握各地市场成长契机，相比之下，

更能掌握景气回升时代的获利机会。

　　盲点二

　　相信二手传播 眼中只有跟风

　　你的理财信息从何而来？我观察到，大众媒体仍是投资人的首要选择，电视报道与财经杂志最主

要，其次是电视新闻、投资理财电视节目、网络新闻等等，但理财信息来自金融机构专业人员与专业

投资机构的比例反而不到一成。这种高度依赖口耳相传的投资模式，怎么能够得到有价值的信息？无

怪乎大多数的股民、基民与投资人，常常望股兴叹了。

　　我举个例子，投资人就会知道不可以完全信赖媒体，就像“擦鞋童理论”，媒体的很多信息都是

二手传播，小心沦为最后一只老鼠，不过令人无奈的是，大家都知道不要追高杀低，但就是很难克服

贪婪的人性！

　　当市场上同时看好或者看坏某种工具的时候，也就是理财经理头痛的时候，因为一定会遇到很多

人上门要求购买或者抛售，但是我要强调投资不是投机，投机教父科斯托兰尼在《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中表示，只有一无所有或者有钱的人才有本钱投机，其他人还是脚踏实地吧！我提醒个性冲动的人

：“万一你看错了趋势，掉进去怎么办？”

　　另外，更糟糕的一点是投资人普遍有“跟风情结”，虽然资产配置喊得震天价响，还是有人觉得

太过深奥，根本听不懂，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进行配置，我经常遇到对方双手一摊跟我说：“你直接

告诉我可以买哪只热门股票就好。”媒体上很多信息只是片断，是不完整的，可投资人眼中却只看到

自己相信与想要得到的，对于风险等等其他信息，却有意无意忽略，这也就是为什么银监会严格规范

财富管理业务，设下重重门槛，要求各金融机构必须做好财务分析，要能兼顾投资人的目标以及风险

承受度，避免投资人承受无谓风险。

　　我建议，不妨将资产分为核心投资的防御部位以及卫星投资的攻击部位，如果投资人真的打算听

从小道消息，不妨先从小额付出开始，试试水温，不要全部杀进去。宁可小赚也不要大赔，因为投资

不是冒险，务必要保留活路。

　　盲点三

　　四处胡乱投资 根本不清楚损益

　　还有一类投资人坚信：“捡到篮子里的都是好菜！”我们常见一种“贪心”的投资客，他把投资

标的列出来，数十只不同性质的股票琳琅满目，他的逻辑是只要有一只赚到就够了，但是实际上一个

人哪里有能力、时间与精力了解每一只股票当中的学问呢？而且要把全部的涨跌都计算进来才能反映

真正的损益。

　　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A股市场共有1935家上市公司，较之2006年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仅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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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频频创出新高，股票最高价也一度飙升定格在300元左右。大家试想，几近2000家上市公司，连分

析师也不可能更没必要精通每一只股票，遑论资金有限的散户。因此只要缩小范围，学习专注，不论

股票还是其他金融商品，哪怕是自己居住地方的小生意、房地产，找出最适合你自己的致富方式，也

可以成功！

　　以投资大师巴菲特为例，他2006年初因为看空美元，结果亏损不少，惨遭市场取笑，不过他不以

为意，可见投资大师都会看错时机，一般人又怎么可能不犯错，但重点在于“专注”二字，巴菲特便

坚持不碰科技类股，哪怕指数不断飙高，他也依然不为所动。但凡人也别泄气，不要光羡慕别人的成

功，因为不是全部的成功模式都可以移植拷贝，条件背景的不同，便会造成差异。

　　投资工具虽多，只要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做，在投资中不断修正步伐，保持居安思危，不论你相信

的是什么，只要有自己的一套哲学，并且严格地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

　　“追求金钱游戏的人，获利不一定好”，不论做何种投资，都务必要了解标的物的属性，在什么

情形下会造成盈亏。比较短期绩效会让理财目的失焦，以购买基金来说，我建议基民尽量观察该基金

一年以上的绩效表现，至于新推出的产品，更不可忘记与同类型基金相互比较风险报酬率，作为进场

参考。

　　盲点四

　　没有目标 搞不清楚自己的投资属性

　　投资人的投资属性，会随着市场的乐观程度而改变，当景气好，他就觉得自己是积极型的；景气

不好，他就觉得自己是保守型的。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华尔街有一句名言：“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在犹豫中发展，在乐观中消失。”市场上群众的反应将会牵动个体，但往往契机却容易被忽略。

　　投资人务必时常提醒自己，市场景气一直在循环，就算掌握不到短期波段，只要维持计划性的投

资，长期来说还是可以赚到合理报酬的，尤其理财这件事情，不要跟别人比较，重点是能否赢过自己

贪婪的心，以及坚持投资的原则，以积极中带有稳健的态度操作，便能稳操胜券。

　　画一张财富地图通往财务自由

　　理财是处理钱的方法，不是要一直赚钱，只有建立自己的投资地图，清楚所在位置与终点站，才

不会迷失于人性的弱点当中。

　　投资人如果问自己：“你满意自己的资产状况吗？”年轻人的回答大多是“一切都在掌握中”，

反而有资产的中年人会觉得差强人意，两者之间的差别便在于中年人往往更清楚地看到他的投资地图

的全貌。

　　我建议你不妨也观察看看，为什么在同一家公司的上班族，薪水与职位差不多，但是十几二十年

后，有人富有人穷？35岁以下，大家都在积累第一桶金，渐渐地财富就会拉开差距，45岁就可以见分

晓！

　　投资步调快狠准的人，人格特质都比较明快，而且不注重包装，比较关心内容，对自己的投资损

益也愿意负责任，而且他们的投资逻辑以及地图都非常清楚，这类型的人以45岁以上的男性居多，这

证明人生毕竟还是要交点补习费的！可见通过严格贯彻投资计划以及系统辅助，散户投资人还是有希

望克服人性弱点与投资盲点，获得充分的财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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