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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股民占新开户比例增长到30%，有的不惜贷款炒股

边边上上学学边边炒炒股股，，““小小鲜鲜肉肉””悠悠着着点点

暴涨的股市吸引了一批在校大
学生和一些老年人，就连跳广场舞
的人都减少了，很多大妈开始扎堆
儿谈股经……

广场舞少跳会儿关系不大，学生
们少打会儿游戏、少看点儿美剧也没
啥问题，但是看看近来的一些消息，
很多人的状态还真是令人担忧。

比如说，前不久宁波一位60多
岁的大妈瞒着家人偷偷把房子给抵
押了，贷款180万，全部杀入股市。再
比如说5月12日，长沙市警方成功捣
毁了一个这样的诈骗团伙，该团伙
的8名成员已被刑事拘留，其中有4

名犯罪嫌疑人为在校大学生。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

样的话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但是当
老年人拿出自己的养老金，甚至抵
押掉房产去炒股；当年轻人拿出爹
妈给的学费、生活费冲进股市，这其
中的风险就不再是一句警示语那么
简单。 据法制晚报

22日 ,沪指持续弹升 ,再度突破
4600点。沪深两市总市值达60万亿
元 ,市值占全球比重突破10%。不免
有人要问 ,如此火爆的股市 ,钱是从
哪来的呢?

无可非议 ,股民自有资金 ,是股
市资金的主力来源。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数据显示,目前A股有
效账户数16,816 . 89万户,较2014年末
大增2602 . 2万户。其中超过62%是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开通的。散户热情
高涨 ,是本轮股市上涨的动力之一 ,

甚至还出现卖房炒股的极端案例。
在股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和利率

年内3次下调的双重因素影响下,银行
存款出现加速分流态势。这部分资金
分流到股市的意愿也非常强烈。

当然,部分企业、保险、基金、私
募、企业年金等资金入市,也直接利
好股市。特别是部分产业资金在实
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甚至也出
现入市谋利行为。之前备受追捧的
货币基金和P2P等各类理财产品,其
吸引力今年以来也明显逊色于股
市。截至目前,资产管理规模前二十
名基金公司货币基金产品流出的金
额约为千亿元。

此外,杠杆融资总规模持续放大,

为股市注入了上涨动力。国际投行瑞
士信贷最近研究报告预计,目前沪深
股市市值的6%-9%来自于融资。

总体来看 ,充裕的资金助推了
本轮股市目前的翻番行情 ,但股价
的高位又使市场风险大增 ,所以投
资者须谨慎防范股市风险。

据新华社

正常工作日的上午九点半，股
市正式开盘。如果没有课，王鑫（化
名）就会打开手机里的炒股软件，
盯着那几只自选股的走势。

王鑫是山东财经大学市场营
销专业大三的学生，从大一就开始
关注股票。去年6月份，王鑫结束
了自己模拟炒股的阶段，开始正
式踏入实战阶段。

为什么进入股市？王鑫说是
因为有一位“资深股民”的母亲。
早在自己考入大学之前，中学阶
段的王鑫就经常看母亲坐在电
脑前盯盘。时间久了，王鑫也会
有意无意地留意大人们关于行
情的一些讨论，耳濡目染地接触

到关于炒股的一些道道。于是当
王鑫在大学里发现学校组织的
模拟炒股大赛时，他当即下载了
模拟软件，开始踏入股市。

在虚拟的股市曲线里涨涨跌
跌了一年多后，王鑫按捺不住，想
要真的试水股市了。母亲很支持他
的想法，拿出1万元给他做股本。王
鑫又取出了自己平时积攒下的
3000元，就这么入市了。

从虚拟盘进入实盘，初来乍
到的王鑫坦言当时“非常兴奋”，
心里总惦记着自己买的股票，所
以会经常在电脑前面盯盘，甚至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这一阶段
是短暂的，稍微适应之后，他就

沉稳地像个老股民一样，尝试着
做一些逻辑分析，操作也开始倾
向于中长线为主。这样一来，占
用的时间也不再多了，有时候他
几天才会看一次股票。

而恰逢牛市也让王鑫赚了
个盆满钵满。迄今为止，他先期
入市的1万3千元已经变成了近4
万元，涨幅逾2倍。

“过了五一之后，我感觉股
市开始进入震荡期，就撤出来两
万多。现在股市里还是一万多，
反正这些钱都是挣得，即使都赔
了也不会心疼。”王鑫说，现在自
己的心态很放松，把炒股当成生
活中的一种乐趣。

记者调查中发现，相比于其
他专业，财经类专业的学生炒股
人数要多很多。他们不但能在课
堂中学习到投资的基础理论，还
更容易得到老师的鼓励和指导，
炒股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以
致用的过程。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研一学
生刘君（化名）称，“像我们金融专
业，本身就是和炒股是分不开
的。证券投资的课程在全校范围
内是选修课，但在金融专业就是
必修课。在课程里老师会教我们
一些基础的炒股知识，也会对实
时的大盘做一些分析和预测。”

除了炒股的课程，刘君说，
学校每年举行的一些模拟炒股
大赛也为学生提供了练习的平
台。“有的同学也会参加一些全
国性的模拟炒股大赛，我们学校
有同学能排到全国前三名，确实
很厉害。”刘君说，财经专业出身
的有得天独厚的知识储备优势。

或许也正是由于专业出身，
对股市的把握更有自信，在股市
持续走高的当下，有些学生感觉
自己手里的资本太少，便会选择

“贷款炒股”。
“现在有些同学开始玩配

资，这算近两年出现的一种新鲜

事物，目前比较火爆，实际上就
是贷款炒股。”刘君说，配资分为
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一般是把
钱借给股民炒股，收取一定分
成。线上配资的借款时间比较
短，一般是一天，借完可以再续
借，风险相对较低，学生一般都
会选择这种方式。而线下配资的
借款时间一般为一两个月，双方
约定一定的利息，风险比较高。

“很多同学觉得自己的本金
不够，所以会想配资后赚一笔就
走。”刘君建议，配资的风险比较
大，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来
说“最好还是别碰”。

对无收入来源的大学生来
说，筹集炒股资金是一大难题。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除了会用
自己的生活费、奖学金等做投资
外，多数学生炒股都有父母的资
金支持。

“炒股的钱基本上是家里给
的，毕竟我们现在还没什么经济
能力。有些同学家里把一学期的
生活费一次性打过来，他们就可
以投资到股市里。不过大多数都
是父母专门给的炒股的钱，尤其
是本身就炒股的家长，他们对炒
股这件事是认可的，对现在的行
情也比较有信心。”薛斌说，自己
就是在父母的支持下炒股的。

跟王鑫的情况差不多，薛斌

的股市生涯也是在母亲的影响
下开始的，而起步资金也是一万
元。“平时炒股也是少不了我妈
的指导，我们之间也会经常交流
一下。”薛斌说。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股市正
式进入“牛市”，薛斌发现，身边
炒股的同学也开始慢慢多了起
来。“之前周围炒股的人并不太
多，到今年二三月份开始，身边
炒股的人多了起来，现在
大约得有2 0个左
右，主要都是男生。”
薛斌说，不但炒股的同学
多了，还有很多同学会来委托
自己炒股。

“一开始我会提示他们股市

的风险，不过毕竟大家也都是成
年人了，都有风险意识，基本上
算是把炒股当成一种理财的方
式，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
习。”薛斌认为。

收益暴增：

1万3入市，一年盈利逾2倍

父母态度：

专门给了炒股的钱，对现在行情有信心

风格激进：

自诩专业出身，有的融资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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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抵押房子

贷款180万入市

火爆股市

钱从哪来

“今年二三月
份开始，身边炒股
的同学多了起来，
大多是男生。”山
东大学金融学专
业大三学生薛斌

（化名）说，现在，
不仅周围炒股的
同学多了，而且还
有一些同学委托
自己炒股。

伴随着“牛
市”的高歌猛进，
大学校园里也是
炒股风劲吹。据统
计，我国“90后”股
民占新开户投资
者的比例，从之前
的1 0%已经增长
到30%，这其中不
少是大学生。调查
发现，虽说尚未进
入社会，这些90后
的“小鲜肉”们炒
起股来可是毫不
含糊，有的甚至选
择了贷款炒股。

本报见习记者 郑帅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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