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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线，绝不能以短线思维操 作中长线，

否则就本末倒置了。在多数情况下，股价

技术性调整最多达到 50% 的幅度就可以

认定它即将结束调整走势，可重新买进

股票。

价格上涨 趋势过 程中的技术性调

整，都不意味市场大趋势方向的改变，因

为出现股价调整时的基本面因素没有改

变，市场交投人气在战略上没有改变，技

术趋势在整体上没有改变，因此股价技

术性调整是暂时的。适度的价格回档消

化整理等于是搏击时拳头往后一缩，是

为了更有力地向前打出去，这就是投资者

利用股价技术性调整做短线买卖操作时

应该清醒牢记的基本原理。

（摘自《中国证券报》）

多读书 少动手

丁 宁

熊市让大多数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

更是让全仓杀入的投资者处于十分被动

的“套牢”状态。如果说熊市的好处，笔

者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因为“套牢”而变相

制止了投资者的许多盲目操作。与此同

时，投资者也多出了很多时间来总结经验

教训。实际上，早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刚

开始的时候，欧洲的投资者就给我们起

到了表率作用。最近几年同类书籍中卖得

最好的，就是马克思这位共产主义先驱

所著的《资本论》。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的

金融投资者，其实也在进行自我反思。 

如此看来，在熊市中进行自我反思

和学习提高，是迎接股市黎明的最佳选

择。此时此刻，技术派的投资者可以多看

看艾略特波浪理论和江恩法则之类的书

籍，并系统学习一下 MACD 和 KDJ 之类

的技术指标以备实战应用。价值派的投

资者，则可以多看看巴菲特、彼得林奇、

格雷厄姆以及菲利普 • 费雪的相关著作，

掌握价值投资的精髓与关键。以笔者曾

经阅读的《股票大作手回忆录》来说，虽

然主人公是一位技术派的大师级人物。

但在投资生涯的后期却更多地提倡“长期

投资”，甚至可以将投资时间拉长至一年

以上。而其最终所要告诉给读者的，同

样是捕捉投资机会时的果敢和等待投资

机会时的耐心。因此，在熊市里学会耐

心，其实是多读书读好书的首要目的。 

除此之外，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也是熊市必读。这些书籍不但可以使人

更加耐心、更加豁达，而且对于投资时

“想赢怕输”的心态也可起到纠偏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更加严格地遵循“别人贪

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的股市真

理。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对于夜夜难以安枕的新股民还可起到开

导疏通的作用，等同于给自己找了一位心

理医生，使自己不至于患得患失，更不至

于在熊市末段因为耐不住折磨而斩仓销

户，从而彻底放弃了未来股市上涨的解套   

良机。 

总而言之，熊市的时候要学会自我

心理按摩，多一份耐心，多一份淡定，并

利用相对充裕的时间学习和提高。等到

股市黎明到来之后，自然可以更加游刃    

有余。                                             

（摘自《中国证券报》）

“保费豁免”的三大误区

吴 辉

误区一：“保费豁免”是免费午餐

“保费豁免”并不是保险公司施赠的

免费午餐。不管是以附加险形式出现，还

是直接出现在主保险的合同条款中，投

保人都要为这一额外保险支付保费，一

般会在总保费的基础上增加 5% 到10%。

误区二：所有伤残都符合豁免条件

一般豁免条件有三种，即全残、身故

以及重疾。在少儿险中，因投保人全残而

保费豁免的情况就经常出现。但要注意，

不同险种中“保费豁免”的具体内容千差

万别，并非所有伤残都符合保费豁免条

件。比如 A 保险公司某款产品给出的附

加保费豁免保险条款写明 ：“在分期交付

主险合同保险费期间，如投保人发生意

外伤害事故致身故或全残，自投保人意

外伤害身故或全残时的下一个交费日起，

可申请免交被保险人 16 周岁以前应交的

各期保险费，主险合同继续有效。”这是

一款少儿教育金保险的附加豁免条款，

该条款仅对意外事故导致的身故和全残

豁免保费，豁免范围较窄。如果投保人因

为非意外原因，比如生病导致残疾，则无

法获得“保费豁免”这一重大利益。

误区三：豁免是终身制

虽然“ 保费豁免”是一项人性化条

款，但它不是终身的。如果交费期满、被

保险人年满 65周岁以及被保险人恢复部

分工作能力，并能够工作生活时，只要满

足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保费豁免”就中

止了。比如王先生去年突发心脏病住院治

疗，并取得了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签

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结论书，由于

他此前购买的养老险附加“保费豁免”条

款，因此他的保单可以免交保费并继续

生效。今年他身体逐渐恢复并又重新上

岗，便接到了保险公司让他继续交付保费

的通知。投保人在购买保险并申请“保费

豁免”功能前，务必根据需要做出合理选

择，切忌先入为主地认为只要丧失劳动

能力，便可永远“免单”，以致日后引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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