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一定注意，第一张图的案例 A，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失败的账户，事实上，这是

一个 水平很不错的账户， 

（不到一年内，两次短期大爆赚，实际上后面马上还有一次，干到了 200%，然

后又掉下来）。 

这个账户的经典在于：经常性的短线爆赚，但是最终留不下收益。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短线水平很好，但是长期来看没有怎么赚到钱。 

所以，如果你只顾提高 水平， 胜率，不做账户控制，那么大概率这就是

你最好的结果。也许能赚钱，但注定跌宕起伏。最终能赚多少，充满随机性。 

  

以下为 内容 

稳定 训练手册 
作者：复盘哥 @看懂龙头股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有些激动的。 是，这是一个非常难

的目标（尤其是面向大众），但同时，如果能实现这个事情，又是一个非常

的事情。 
然后，这个训练手册的目标大致有几个： 

A. 体系化：形成基于以可持续，稳定 为目标的 系统 

B. 细节化：尽可能提供在 中遇到的所有常见或者罕见的但是可以被归因的

问题，一些常态化应对答案。 

C. 手册化：对所有问题的应对答案，能量化尽可能量化。要么逻辑量化，要么数

据量化。 

  

关于更新： 
由于本手册追求体系化，细节化，手册化。 



 

 

  

所以初期会以框架为主，然后不断细化更新和修正。 
理论上，会持续更新很久（毕竟如果想要细节的面面俱到，是需要不断累积的。） 
然后，本手册是额外，免费， 给所有在课堂上的在期同学。在你自己课堂有

效期内，可以免费查阅或者自行记录保存。但是课堂服务期过期 ，则无法查

看。（所以， 需要，自行记录保存。） 
本手册分为三大块： 

基本认知；（Why） 
基本方法；（What） 

常见问题解决办法；（How） 
另外，本手册主要方法以短线为主，但是由于道理是相通的，逻辑上同样可以使

用中长期策略衍生，只不过表现形式变化而已。 
另外，每一个量化解决方案背后，做之前，一定要先理解 ，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不能刚性理解量化部分，否则会适得其反。 
然后我们开始。 
稳定 训练手册之 基本认知篇 
（由于推出这个手册比较赶，所以日常讲的多的，我就简单提一下，以后再具体

补充，先把基本框架写完） 

1. 如果想要实现稳定 ，那么最重要的只有一点：实现账户净值的趋势性 而

非波动性 
这种叫账户市值只有波动性，没有趋势性： 
案例 A： 



 

 

 

  

这种叫账户市值有趋势性： 
案例 B： 



 

 

 

  

以上两张趋势图，都是真实的 账户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要论短期的账户 力，很显然，第一张图的短期 力是远远

超过第二张图的。 
因为第一张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很短时间内，实现了 50%+以
上的收益。而第二张图，看单月收益，最多也只有 30%。 
但是，虽然第一张账户的短线 力很强，但是由于没有持续性，所以最后毛用

都没有。收益留不下来。一直处于 过路财的状态。 
在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里 力更弱的第二个账户的收益远远超过了短线

力更强的第一个账户。 
你先不用管，为什么会这样。 
你只要记住一点：如果账户净值没有趋势性，那么短线 力再强都没有用。都

是过路财，留不下来。 

注意：对于大多数同学，如果你只是苦练短线 技术，不注意账户自控，哪怕

有所成，很大可能就第一张图，就是你的结果。 
请一定注意，第一张图的案例 A，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失败的账户，事实上，这是

一个 水平很不错的账户，（不到一年内，两次短期大爆赚，实际上后面马上

还有一次，干到了 200%，然后又掉下来）。 
这个账户的经典在于：经常性的短线爆赚，但是最终留不下收益。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短线水平很好，但是长期来看没有怎么赚到钱。 
所以，如果你只顾提高 水平， 胜率，不做账户控制，那么大概率这就是

你最好的结果。也许能赚钱，但注定跌宕起伏。最终能赚多少，充满随机性。 

2. 基于账户控制，实现可持续 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会在无数个短线的当

下，错过很多你觉得本应该去的大牛股。 
所有好的东西背后，一定有代价。世间从来没有双全法。 
这个部分解释最少，但是最重要。 
因为平时我讲太多了。你只要时时刻刻记住一句话：只要你能保持长期 ，错

过任何一只大牛票都不可惜。 
错过大牛票也是必然的。大多数人顶多就是中途参与一小段。别 参与的那一

小段的买入，就当成你当时看准了这个票。 
买过的票，后面涨了都算你的，那后来跌的算不算你的？凭什么涨的时候就该你

拿着，跌的时候，你就能躲开？ 

3. 模式太单一，天然波动大。控制回撤的最好方式就是风格化选择 

很多做短线的新手，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我用一个 模式，

买了一个票。亏钱了， 是因为我技术还不到家，理解力还不到家，所以我增

强技术训练，增强理解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理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解决根上的问题。 
你有没有听 盈亏同源这 ，或者模式内亏损听 吗？ 

尤其做短线的，本身就是高频 。再熟悉熟练，只要高频，就一定会出错。所

以，试图通过提高技术和理解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控制回撤，最有效的方式，一定是 模式里的风格化选择+横向对比。 
我举一下场景例子： 
比如说，你常年做接力模式，然后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票吧，你说

不上特别好，也说不上特别坏，感觉就是可去，可不去。 
同时这个时候，你最近节奏很差，连续亏了好几笔，账户短期情况已经是大亏了。

这时候你该不该去？ 
你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A. 继续重仓干， 结果他 了，然后你加上之前的几笔亏损，你账户深水下了。 

B. 你控仓干，结果涨了，你懊恼自己买少了。结果跌了，加上之前几笔亏损，你

自信心没了，感觉完全不会炒股了。 

C. 你不去干。结果他涨了，你心态彻底崩了，亏钱时候去，赚钱又不去，感觉自

己就是一个亏货。然后下定决心，接下来符合模式一定要积极干，结果去了一个

符合模式的，运气不好又亏了，彻底信心没了。 
以上这三种情况，不是什么罕见的场景，事实上每一个做短线的人都会遇到过。

而且，他可能是高频率的出现。 
感觉怎么样都不行。买也不行，不买也不行。那么该怎么办呢？ 



 

 

是什么？ 
问题根本不在该不该买这个票上。 
问题出在，你再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选择太少了。 
单一模式，如果短期出现连续亏损，就以为着这个阶段你的节奏不好了。如果你

特别牛 ，按道理，不是这个票看 ，而是之前就不会亏啊？ 
而我们前面聊过，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让你的 是全胜的。这就意味着，你

必然会面对亏损，以及连续亏损的情况。 
而这种连续亏损，在账户净值上，就是回撤。 
所以，不同阶段（市场的阶段和你自己 好坏的阶段），你是需要拥有选择权

的。所谓的选择权就是：不同 风格的 机会之间的选择。 
市场这个阶段，连板赚钱效应不好，轮动低吸的赚钱效应好，那么我就做做低吸

嘛，先不做连板了。等心态和节奏恢复了，找到看的准的票了，再做。 
或者，账户这个阶段持续亏损，那么说明我最近节奏不行，那么我找一些天然波

动低的，稳一点的 模式去参与，先定定神。过度一下。 
有的人会说，我节奏不好，可以用空仓的方式来解决好不好？ 
可以，但是非常理想化，不具备现实意义。 
做短线的人，天然是需要在市场中反复 ，才能有感受的。你空仓，你憋得住

么？特别是，市场连续上涨，你连续亏，然后你舍得空仓？心态给你拉崩了。 
就好比，你跟你女朋友约好，在某个地方见面，你到了，她说她还在化妆。你干

等是不是会越等越上火？但是如果你在等 时候，打打游戏，或者看看小说，

是不是就不觉得等待痛苦了？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一个道理。 
4.不能耍 ，不能用结果去反推我当时该买这个，不该买那个。 
这是特别可笑的，但是特别常见的思维。 
比如说，月头，你判断市场是轮动的，然后你主要做轮动低吸。结果市场这个月

是主升的。到月底的时候，你看见很多票趋势也好，连板也好，都走的特别好。

一个月涨了特别多，然后你愤恨。说自己为啥不拥抱主流，积极干主线。 
这是最 的一种 。 
什么叫拥抱主流？请问，你什么时候看清市场的主流？ 
任何一种 模式，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 。 
启动阶段： 
你去干，预判它会主升。这个难点在于：它可能会主升，可能就是一日游。 
发酵阶段： 
你去接力，预判它会成为大题材。这个难点在于：它如果只是一 那么买就

是亏。 
阶段： 

这时候是最容易看出它是主流板块了，它是能成为月度大题材，反复上？还是说

走调整了？ 
阶段： 

你去低吸，事后涨了，你说主线板块 积极干。跌了，你说上升时唯唯诺诺，

下跌时重拳出击。 
怎么都有道理。 



 

 

不是说拥抱主流么？前阵子的地产算不算主流？你去 干 ，是不是亏得怀

疑人生。凭啥消费后来走出来的，你说该干消费是大主线。当时地产行情规模小

嘛？逻辑差嘛？ 
事后，拿着结果说该干这个，不该干那个，如果陷入这种思维，那么炒股 走

不出来。 
为什么？请记住接下来这段经验 ： 
我们的 生涯中，至少 70% --90%的时间，预期都是落空的。 
我们说买入希望，你买入哪个票，不是认为它会暴涨？但是事后，真的暴涨的能

有几个？ 
所以，如果你不能应对这种买入 的预期落空，那么你 也走不出出来。 
你买入你认为的主流，80%它后来不是主流。 
谁不知道要积极干主线，关键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它可能是主线的？是启动的时

候？发酵的时候？ 的时候？大涨转 的时候？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对应的 手法和应对落空的办法，这才是关键。 
就像 2022 年年底的跨年行情。你事后看到是以西安饮食为代表的消费走出来了。

请问还记的大明湖畔的中字头，国企 吗？还记得药吗？哪一个当时不是跨年

妖股相？ 
事后拿结果往回推，说是，都是耍 。 
你看到的结果，往回推，一切顺理成章，却忘记了，竞争的时候，同样符合条件

的。 
当年 什么八王之 ，凭啥 最后胜利？如果其他人胜利了，合不合理？也

合理啊。不能把结果当成必然性，结果本身都是综合的，随机的。 
5.短线的本质就是赚波动差价，不要有风格 和风格优越感 
我一只觉得最 的行为的就是，绝对自己做高风险模式高波动的有优越感，看

不起做低风险低波动的。 
请你记住，如果你想实现稳定 ，你要做的，是尽可能每一笔 ，都有控制

力。 知道成了该怎么办，跌了该怎么办。 

如果你确认这个票明天能涨 1 个点，那么它的价值就超过另一个明天可能能涨

10 个点的票。 
因为你确认这个票能涨 1 个点，这种机会难得，而你觉得这个票明天可能能涨 10
个点，这种票天天有。 

6. 账户管理最 的地方在于前置性的知道自己当下该做什么风格的 尝试。 

这是一种主动意识。 
根据你的账户收益情况，以及市场赚钱效应情况，有一个合理的前置的判断： 
我接下来，该冲一冲，该赌一赌，还是该保守， 的一点点来。 
该冲的时候，多找找接力的 的方向机会。或者大赚锁仓等等，或者仓位上去

等等。 
该赌的时候，多找找那种可能高波动的机会。 
该保守的时候，多找找那种，如果失败了，不太会亏大钱的机会。 
所以，哪有什么风格优越和低级。 
你很有钱的时候，看不上一块钱两块钱。你山穷水尽的时候，一块钱两块钱，就

值得你为它付出你当时的全部精力。 



 

 

你顺的时候，想着干把大的。快速做大做强。 
你不顺的时候，想着干把大的。一把回本。 
如果你 的念头，除非你命格够硬，天选之子，否则，你必然穷困潦倒。

因为你不懂顺势，只想要波动，不想要稳定性。 
甚至于哪怕你赌对一次了，也很快会还回去。没有任何意义。人生也好，投资也

罢，都是长线赛跑。不是一局定输赢。 

7. 任何阶段，做的好或者做的不好都是正常现象 

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比如大盘阶段性赚钱效应很好，你在这个阶段，做的

很差，甚至亏钱。 
有没有问题？有，但是是 节奏的问题，你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 
但是从大方向上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总有甚至在你的 生涯里，经常会

发生，市场好，自己做的不好的情况。 
其实，短线 ，长期来看，市场好不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那么 影

响。 
因为本质上，做短线，是做价差的，赚的是波动收益。而阶段性行情好，是趋势

性，波段性的。在这个之间，做的好，做的不好，都有一定的随机性。 
你也有大盘跌的时候，你赚钱，这就理所应当了？ 
很多新手的矫情在于，大盘好，自己做的不好，就开始着急，开始 来。这种心

态就是送钱心态。 
你以为你着急了，发脾气了，市场就会惯着你？这就是典型 心态。 
市场好不好，更大的影响，是对你策略风格化的选择，而不是你该不该赚 。 
可持续 要求你，赚钱是因为你长期做的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某一个当下能

不能赚钱。 

8. 所有的 都是来自 模式正确+运气好 

这一点很重要，有的人，有一段时间做的好，就开始飘，飘的具体表现就是认为

自己技术好，悟道了。实际上任何一笔 都是来自于：技术正确+运气。多了

去了，技术正确，但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亏的。 
所以， 这一点，才不会有那种短期的路径依赖：认为这个阶段靠这个手法

赚钱的，所以这个手 一直有效下去。 
事实上，任何手法的有效程度都是阶段性。 
9.其他的待更新，基本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先讲这些。 
稳定 训练手册之 基本方法篇： 
本章主要分为两块部分，第一部分是账户管理；第二部分是 模式 

模式的重要程度很低。实现可持续 ，它很必要，但是并不那么重要。 
就好像，吃饭这件事情，很必要。因为你作为碳基生物，想要 ，必须要吃东

西。这叫必要性。但是具体吃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有很多食物，可以达到吃

饱或者吃好的目的。 模式也是类似，很必要。因为你账户想要有数字上的变

化，必须得要 ，然后想要赚钱，就得要有效的 模式。这是必要的。但是

想要 可持续赚钱，有无数种 模式，可以实现同一个目的，具体是哪一个，



 

 

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如学会打板，学会低吸，学会强趋势等等等，具体哪一个，

并没有那么重要。没有哪一种 模式，是你不可或缺的） 
而相比之下，绝对重要的，是账户管理。甚至可以这么说，很差的 模式配上

好的账户管理，一样能赚钱。但是很好的 模式配上很差的账户管理，极有可

能亏钱。 
甚至更加 一点说：你完全没有稳定的的 模式，而是单纯凭感觉 ，但

是如果配上有效的账户管理，都可能实现可持续 。（这是一般人没有

的事情） 
然后我们开始介绍：账户管理的基本办法 

1. 账户预期收益设定 

以年为单位，设定一个最低但是让你满意的收益；然后以月为小单位开始分拆实

现路径。 
首先，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一个一年内的预期收益。 
注意，这里有些同学可能心里会有小九九，我把目标设高一点，比如一年 10 倍

啥的。好像设定的越 牛 。 
这是不对的，是个人都想要更高收益，能选 10 倍，肯定不选 1 倍，能选 1 倍，

肯定不选 30%，甚至，能选 100 倍，那么 10 倍也都看不上了。 
设定目标，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实现的，而不是让你空口白话纯 YY 的。 
如果你设定的目标，拆分 ，根据你现在的实际情况，根本实现不了，那么它

就会有反作用，因为如果第一步都实现不了，后面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而我们这套稳定 训练手册，最重要的就是，可持续，坚持执行。 
而且，设定一个低目标，不意味着你只能赚这么多，很可能会因为你越做越上道，

不断的正反馈，获得更强的信心，激发你精神上的信任和热情，会越做越好，从

而不知不觉实现更高收益，为你后面提高目标打下更现实的基础。 
所以这里的年目标设定的办法，我有几个参考办法： 

A.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 基础。 

你去回顾你过去 2年以上的账户 情况，找出 月份平均收益，或者，你过

去 2 年（24 个月）里面，至少实现过 5 次以上的单月收益值。假设这个月收益

值为 X。 

然后按照  （1+X）^12 得出全年目标。 

B. 如果你过去一塌糊涂，或者没有基础 

那么我建议从单月 5%收益，也就是一年 80%的收益，为训练目标。 
注意，这里一年 80%收益，不是一个好像最低要求的数据，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收益了。如果你真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已经跑赢市

场上 99%的投资者了。 
收益预期和心态，一定要放平，不能贪多。 
毕竟这只是预期和目标，不是现实。 
2.进行年度收益预期的月度目标拆解 
这个相对就简单了，比如说你按照第一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了一个目

标，然后进行月度拆分。 



 

 

这是我们这个训练 里，最关键的一环。 
月度，是一个不算长，但是不算短，可以及时调整，同时又能清晰看到反馈的时

间长度。 
所以，定好年度预期收益目标 ，拆分到月。 
然后以月为单位进行周期性账户自我考核和控制管理。 
3.账户金额设定 
这里我有几个实际 过程中，非常有效的建议。 

A. 关于分账户 

如果你在 上投入总金额超过 30 万，且占据你身家（或者说现金资产）50%以

上，那么我建议分拆成 2-3 个账户。 
是，我们在实际 过程中，总有遇到 不顺，节奏不顺的时候，这个时

候，适当的放松 （甚至是不 ），同时，保持良好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账户，且投入对你自己来 多，那么你很难承受波动，无法把

握放松和坚持的尺度，这样会越做越差。 
而如果你有 2-3 个账户，那么在不顺的时候，重点做，还不错的那个账户，不太

好的账户可以先放一放或者换一个更稳的持股方式看几天。 

B. 关于账户金额 

只有一句话：投入对你来说，假设全亏了，会很心疼，但是勉强可以承受的金额。 
注意，这个勉强可以 。 
每个人的 情况不一样。 
过高，就会无法承受波动，从而导致在 的时候 。从而陷入万劫不复的状

态，陷入恶性循环不可自拔。 
过低，就会不太所谓，在 的时候，就很容易摆烂不管。而且更实际的，如果

你真做的比较好，那么最后的收益金额，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也就浪费了。 
以上情况根据自身调整设定。比如你现在对自己没什么信心，那么投入金额就可

以适当放低。 
总之就是想两个事情：如果全亏了，你能不能承受；如果翻倍（注意，这里只算

翻倍，不算多）了，对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实际改善。（注意，这里也别老想着，

翻倍就能一步登天，改变命运啥的。） 
4.月度账户收益管理 

A. 记录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就是每日收益表。一般现在券商或者同花顺关联，都会

有这种工具。如果你的券商没有这个工具，建议换一个有的。 
就类似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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