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货币高杠杆风险(杠杆比例高的投资)

一、外汇里杠杆越大越好吗

做过高杠杠的汇率和CFD合约。很肯定告诉你，杠杆越大，风险不一定越大，风险
跟你下的仓位有关。这么看:

比如本金有1000美元，1手欧元合约不用杠杠需要占用10000美元。

如果用100倍杠杠，1手欧元占用100美元，1000美元理论最大开仓9.99手，这个
时候反向波动1个几点就爆仓，这就是高杠杠重仓位，风险很高；

如果我只开0.01手欧元，则占用1美元，即便欧元反向波动1000个几点，也只损失
100美元而已。这是高杠杠低仓位，风险很低；

最后低杠杠高仓位。比如用2倍杠杠，1手欧元占用5000美元。如果我有20000本
金，最大开仓3.99张欧元合约。反向波动一个几点就爆仓。

综上所述，风险和杠杠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而是与仓位有直接关系。即便是很
低的杠杠，仓位一重，风险也是很高的。

二、货币杠杆交易方式与技巧

1、货币杠杆交易又称按金交易。投资者利用小额的资金来进行数倍于原始金额的
投资，以期望获取相对投资标的物波动的数倍预期年化预期收益，当然，这其中也
存在着亏损的风险。交易的方式与技巧：

2、在买入或卖出外汇后，遇到市场突然以相反的方向急进时，切忌进行反向操作
。

3、在第一次买入某种货币之后，该货币汇率上升，若想加码增加投资，应当遵循"
每次加码的数量比上次少"的原则，就如"金字塔"一样。因为价格越高，接近顶峰的
可能性越大，危险也越大。

4、经常炒汇的投资者会有一种经验，在市场预期刚发布或传言刚产生时，汇市会
马上作出反应，而当预期的事件真正实现或传言被证实时，反而常常出现逆转的行
情。

5、因此投资者在交易时，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听到好消息时立即买入，一旦消
息得到证实，便立即卖出。反之亦然，当坏消息传出时，立即卖出，一旦消息得到
证实，就立即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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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盘局突破时往往会有大行情，最适合建立头寸。盘局是指汇率处于窄幅波动的
局面，此时买家和卖家势均力敌，暂时处于平衡的状态。无论是上升过程还是下跌
过程中，突破盘局时所建立的头寸获大利的机会更大。

三、外汇杠杆最大是多少的

1、杠杆交易，又称保证金交易。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小额的资金来进行数倍于原
始金额的投资，以期望获取相对投资标的物波动的数倍收益率，抑或亏损，不同的
交易杠杆比例不同。如期货一般为10倍杠杆，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变动与你预期方
向相反变动10%，你投入的资金（保证金）会损失100%，市场变动与预期方向一
致则收益为100%。如果是100倍的杠杆交易，市场价格变动10%，投资的收益或
损失会达到1000%。由于保证金（该笔小额资金）的增减不以标的资产的波动比例
来运动，风险很高。

2、外汇保证金交易，是指通过与（指定投资）银行签约，开立信托投资帐户，存
入一笔资金（保证金）做为担保，由（投资）银行（或经纪行）设定信用操作额度
（即20-400倍的杠杆效应）。投资者可在额度内自由买卖同等价值的即期外汇，操
作所造成之损益，自动从上述投资账户内扣除或存入。让小额投资者可以利用较小
的资金，获得较大的交易额度，和全球资本一样享有运用外汇交易作为规避风险之
用，并在汇率变动中创造利润机会。

3、外汇杠杆交易，杠杆比例为20倍到400倍之间，外汇市场的标准合约为每手10
万元（指的是基础货币，就是货币对的前一个币种），如果经纪商提供的杠杆比例
为20倍，则买卖一手需要5000元（如果买卖的货币与账户保证金币种不同，则需
要折算）的保证金；如果杠杆比例为100倍，则买卖一手需要1000元保证金。

四、为什么杠杆率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

杠杆越高。说明你借钱的数量就越大。那你还钱的成本也就越高。这个时候，一旦
你的资金周转不过来的话。就会严重影响你现金流的运转。到时候很多事情就不是
自己能够决定的了。一定现金流断裂。到时候讨债的人就会上门了。这个时候，面
对讨债人的话，就特别尴尬了。

五、高杠杆运作会有什么缺点

经营杠杆的作用：第一，它体现了利润变动和销量变动之间的变化关系；第二，经
营杠杆系数越大，经营杠杆作用和经营风险越大；第三，固定成本不变，销售额越
大，经营杠杆系数越小，经营风险越小，反之，则相反；第四，当销售额达到盈亏
临界点时，经营杠杆系数趋近于无穷大。企业一般可通过增加销售额，降低单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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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等措施来降低经营杠杆和经营风险。优点：可以放大收入缺点：
可以放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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