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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很可怕吗？很多投资者可能会有误解，认为风险和损失是划上等号的。但通常，我

们说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本期内容为您介绍如何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做好风险管理。 

 

良好的风险管理可以在市场波动中为投资者撑起有效的保护伞。资产配置的首要目标之一就

是通过多元化来最小化未抵消的风险。因此，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具备风险意识是必

要的，要做审慎的乐观者。 

 

 

 

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个人投资者可能会遇到各种类型的风险。与前几期类似，

个人投资者可以从投资者情况、投资前景以及投资范围三个角度对风险进行分析

评估。同时，个人投资者需要认识到不同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叠加作用，以更

好地持续关注与风险相关的配置、监督以及管理工作。 

 

与投资者相关的风险 



 
 

与投资者相关的风险包括购买力风险、支出不足风险、对冲风险、税收风险以及

信心损失风险。 

 

 

1. 购买力风险 
购买力风险指的是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相比，投资者的表现较差。降低该类

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重点关注与通货膨胀尽可能同步的证券。 

 

 

2. 支出不足风险 
支出不足风险指投资者可以得到的资本和收入无法满足个人需求。降低该类风险

的代表性方式包含对与投资组合和资本市场结果相关的支出规则作谨慎监督与

调整。 

 

3. 对冲风险 

对冲风险指对冲投资组合的策略产生相反效果。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

对对冲活动进行谨慎识别、应用以及监督。 

 

4. 税收风险 
税收风险指由于立法或投资组合的操作导致的税负提高。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性

方式包含定期咨询税务顾问。 

 

 

5. 信心损失风险 



信心损失风险指投资者对自身的投资能力或资产失去信心。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

性方式包含暂时减少或完全退出资本市场活动，或运用外部资源。 

 

与市场前景相关的风险 

 

 
 

与市场前景相关的风险包括资本损失风险、波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相关性风

险以及系统性风险。 

 

 

1. 资本损失风险 
资本损失风险指因价格、利率和估值方法等变化造成的已实现或未实现的损失。

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采取可以抵消不利价格波动的策略。 

 

 

2. 波动性风险 
波动性风险指资产价格的波动幅度和频率高于正常情况。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性

方式包含采取资产多元化的措施，也可以纳入价格波动性相对较低的资产。 

 

3.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指在不带来不利价格变化的前提下的资产买卖的困难。降低该类风险

的代表性方式包含关注交易量。 

 

4. 相关性风险 



相关性风险指在价格的波动上，本应抵消的资产同向变动。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

性方式包含研究过往的相关性变化，评估此类情况在未来出现的可能。 

 

5. 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指保护、交易、借贷或结算体系在某些时刻的不合理运作。降低该类

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分析其他体系的金融健康程度，尽可能地寻找替代源，并

建立应急和灾难恢复计划。 

 

与资产相关的风险 

 
 

与资产相关的风险包括再投资风险、信用风险、事件风险、提前偿还风险以及货

币风险。 

 

1. 再投资风险 

再投资风险指在权益持有中，无法将分红再投资，或在债券持有中，无法将票息

以最初收益水平再投资。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考虑自动分红再投资计

划和零票息债权结构。 

 

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指评级机构和/或市场参与者下调对资产的金融优势的评级。降低该类

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对损益表、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的数据趋势进行检查，并

警惕评级下降的早期信号。 

 

3. 事件风险 



事件风险指由于兼并、收购、资产分派等事件导致的财务状况的突然变化。降低

该类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观察同业的行为，采取预先防范措施。 

 

4. 提前偿还风险 

提前偿还风险指由于债券的加速还款、到期实现的缩短或早于预期的按揭贷款，

一部分或全部投资本金提前回报。降低该类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选择发行者无

权提前偿还本金的投资。 

 

5. 货币风险 

货币风险指由于外部投资的货币出现贬值导致的国内货币价格的相应降低。降低

该类风险的代表性方式包含在合适的市场环境下采取有成本效益的货币对冲策

略。 

 

个人投资者可以将各类风险的可降低程度与实际降低程度进行对比，以更好地进

行持续性的风险追踪和评估。 

 

原来风险并非不可控，并且通过资产配置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程度。东方小红

更加认识到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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