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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贇 

投資是自由的抉擇，不是達到自由的工具 
 

近年很多人都煩惱著如何達到財務自由，讓自己做想做的事，不用為生存溫飽

勞碌奔波。 

 

股票或者對大部分人來說未必最適合，但對筆者來說是最簡單的選擇。一方願

買，一方願賣，每宗成交都是最公平的。了解一間公司，一盤生意，就會買入

被低估的股票。行業不景氣，公司經營出現根本性的惡化，不符合原來的期

望，就換到另一間。交易對盤瞬間完成。 

 

簡單，並不等於容易 

 

筆者也看錯過很多公司，墮入了價值陷阱，虧損過很多錢。曾經作為投資新

手，大學剛畢業時製作過大量表格去計算和規劃投資，以及計算能否如期達到

財務自由。 

 

將二十年目標拆成十年，五年，三年，半年，每個月。當中有超標達成過，有

不盡如意過，要不斷更新策略。但長遠來說，不穩定性（也就是幸運和厄運）

將此消彼長，形成互補。最終成就的大小，完全是多年來點滴累積而成。所有

的堅持，都只能由心態驅使，很簡單但不容易。 

 

數字不能成為目標 

 

筆者最後將目標定為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單純每月或每年有多少被動

收入。因為被動收入不是真正目標，是量度「現金流」作為一種理財規劃的指

標。能否達成財務自由，在於對財務自由後的生活，定義有多完整。如果定義

是模糊的，試問又如何讓自己信服那個目標是有意義的？無法定義自由，完全

不確定要達到什麼，被動收入兩萬還是三萬又有何意義？又有多少決心去達

成？ 

 

極度堅持自我 

 

人類和大部分動物一樣，只有依賴群體和從眾才能存活下來繼續繁殖。但這種

生物學機制不能達到激勵自我，發揮潛能的效果。人類史上所有思想、文化和

文明的突破，都不是由集體造成的，而是自我中心達至瘋狂的個體帶頭。 

 

這不代表要破壞現有社會，不是鼓勵仇恨，反而是創造、建設和貢獻。「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一步是對自己負責，再而開始貢獻。從 Adam 

Smith、John Law、J.P. Morgan、J.D. Rockefeller、Thomas Edison 等等發

明家、資本家、經濟學家的生平，我們都能看到上述的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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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跟隨大眾，就成為大眾。選擇與別不同，就享受與別不同。人天生就不

懂以終為始的，要經歷多次外在和內心的磨練，才能成就與別不同的心態。筆

者自覺不是常人，而且很喜歡別人也覺得自己不正常。 

 

人生的意義 

 

近年筆者並不期待財務自由，甚至不需要自由。因為股票投資是自己最喜歡和

擅長的事，能幫助身邊的人和顧客達到財富增長，能被市場和股價驗證自己的

分析和判斷，能看到不該升的股票下跌，看到不該跌的股票上升。能夠有機會

為這一切努力，樂在其中，筆者已經行使了自由的抉擇。 

 

為擺脫沉悶痛苦生活，想靠股票達財的，股市只會害了你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發表的任何資料或意見，概不構成購買、出售或銷售

任何投資，參與任何其他交易或提供任何投資建議或服務的招攬、要約或建

議。本專欄所載的資料並不構成投資意見或建議，擬備時並無考慮可能取得本

專欄的任何特定人士的個別目標、財務狀況或需要。本人並無持有以上論述的

投資產品。本專欄並不存有招攬任何證券或期貨買賣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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