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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期货及衍生品分析》第四章的第四节的时候，越来越觉得，期货作为风险
管理工具是有的巨大意义的。

第四节的标题是“在促进农业发展中的应用”。核心就是介绍“保险+期货”助力
农业生产的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本质上就是转移农业生产者的风险。经过一个链条，最终将生产者的风险
转移到期货市场。

比如，农户作为生产者，通过跟保险公司签保险合同，交保费，来转移农作物下跌
的风险。

保险公司在通过与期货经营机构签场外期权的形式，把承接的风险转移给期货经营
机构。

期货经营机构再根据场外期权的风险参数，在期货市场做空，来对冲风险。

如果农作物的价格真的下跌了，那么农民找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找期货经营机
构行权；期货经营机构在期货市场平空仓兑现持仓盈利。

最终，生产者的风险被传递到了期货市场。

正如姜洋先生在《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中说的那样。期货的本质是风
险分散、风险管理和风险转移。

这不禁让我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期货市场中，投机者的定位问题；一个是获利速
度与稳定性互损问题。

作为投机者，我们来到这个市场的主观目的不是当炮灰，而是求财。但残酷的现实
却让我们意识到，求财不得最后变成了“求道”（青泽先生在《澄明之境》的前言
：体悟金融市场的“炼金”之路，中提到的）。

我在读了姜洋先生的著作之后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姜洋先生的著作是从一个市场监管者、建立者的角度去看待期货市场的。但期
货市场的本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们在期货市场上交易的是商品的标准化合约，直观面对的是价格的变动，但我们
其实交易的根本不是合约背后的商品。我们真正交易的其实是市场波动带来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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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任何一个期货市场的参与者，不管是代理农民风险的期货经营机构，还是职业期货
交易机构，亦或是普通的期货投机者，我们其实在进入期货市场的时候，都统一了
一个身份——风险管理者！

只有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在期货市场上能够有效的生存下去，才能够博得行情分布
过程中属于我们的那部分利润。

我明白了！期货交易的利润根本不是我多努力博来的，而是我兢兢业业管理风险，
靠不亏死而熬出来的。仅此而已。

再说第二个问题。

今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听我自己录的音频——《一起品读交易经典》。正好听到10
.聊聊“复利悖论”。

这一节里，帝国在《走出幻觉，走向成熟》里论述了“市场怪物不会出现”。帝国
提出了一个观点：获利速度与稳定性互损。

帝国主要指的是高频率的获利速度，与实际收益之间会有很大的影响。具体内容大
家可以去看书，我就不赘述了。

但从这一
点，结合上面农民
对冲风险的行为去看，让我衍生了一
个结论：收益稳定性的增大，也会带来了收益总量的下降！

比如，农民买了保险，要交保费。如果风险发生，农民可以降低损失；如果没出险
，那么农民就要用生产的利润来覆盖保费成本。

如果农民不买保险，若作物价格大跌，那么农民无疑是亏大了；但如果农作物价格
大涨，那么农民也可能会有更大的利润。

从这个角度去想，“保险+期货”增大了农民的成本，但降低了收益的波动性；而
直面价格风险的话，则可能赚得更多、也可能亏得更多。

承担的风险越大，收益率就可能是一天一地；承担的风险想变小，则必然要付出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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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结论出来了：期货投机者，作为本质上的风险管理者。必须在主观上对自身
承担风险的程度进行取舍。如果追求更高的收益，则放弃付出得到稳定性的成本；
在享受收益可能上天的同时，要有收益入地的觉悟。而追求稳定收益的交易者，在
收益率波动水平下降的同时，付出成本是必然的；别想着踏实赚钱，还抠抠索索，
回还看着别人赚上天眼热。

明白了吗？投机者追求的东西一方面是市场给的，一方面是自己主观选择的。这世
界上没有无本万利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代价。我们应该追求那种做出选择后的平
和。做为一个成年人，要认清自己的选择，并清楚这个选择的后果和成本。并且坦
然接受选择产生的结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

今天操作上有三笔，均在上午成交：

分别是乙二醇09合约和PTA09合约多单止损离场。不锈钢09合约多单突破进场。

乙二醇虽然看好，但目前走势还是复杂，扫掉了止损。继续等信号了。

PTA价格回落，打到了跟踪指令，微微亏损。

选择不锈钢的思路与乙二醇类似，也是认为有潜力，正好突破，就进场了。

持仓截图如下：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3 / 3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