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零和博弈 股市 股市是什么博弈

大家好，零和博弈 股市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不是很明白，包括股市是什么博弈也是
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零和博弈 股市和股市是什么博弈
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以关注收藏，免得下次来找不到哦，下面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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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和博弈是什么意思

1、零和博弈是指当一个人的收益增加时，另一个人的收益就会相应地减少，总收
益为零的博弈。

2、这种博弈的特征是双方之间的利益是相互独立的，当一方获得胜利时，另一方
必然会失败。

3、零和博弈常常在经济学、博弈论等领域中被讨论和应用。

4、除了零和博弈，还有非零和博弈。

5、非零和博弈是指事物的收益是可以相互叠加的，即当一方获得利益时，另一方
并不一定会失去。

6、在现实生活中，非零和博弈更为常见，如互利合作、合作共赢等。

二、什么叫零和博弈

股市短期（小于一个分红周期）是零和博弈市场，股市中长期是正和博弈市场，所
以股市既是零博弈市场也是正和博弈市场。

零和博弈（zero-sumgame），又称零和游戏，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
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
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
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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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现实的生活中到处都可见，我们看到这样的实例
：在商品交易中，一个人的支出等于另外一个人的收入，短期来看收入方战胜了支
出方，收入方提高了售价跟买方博弈获得更多的金钱。（假设没有其它相同产品的
卖家）

在股票市场的交易也是如此，股票价格的不确定性短期始终是在随机不规则运动中
。那么一个人的买入和一个人的卖出，必然导致一个人赚钱一个人亏钱，而亏的钱
一定等同于赚的钱（剔除交易成本）。

我们假设A,B,C,D四个股民，期初A，B两人手上各有100元，C,D每人手上各有100
股（每股市值1元），交易过程中：C标价1.1元/股卖出10股，A接手C的股权。D标
价0.9元/股卖出100股，B接手D的股权。

我们来看整个交易结束后他们各自手上的现金和股权：A(11股，现金89元），B(1
00股，现金10元）,C(90股，现金11元）,D(现金90元），最后C赚了1元，A亏了1
元，B赚了10元，D亏了10元，汇总起来：C+B赚的钱刚好等于A+D亏的钱。

在

短期内股权价值没有发生变化，但交易却发生了，财富没有增值仅仅是发生了转移
而已

短期内股权价值没有发生变化，但交易却发生了，财富没有增值仅仅是发生了转移
而已

所以以短期来看股票市场就是一个零和博弈市场，

只要是基于短期利润的盈亏为基准的金融市场都是零和博弈市场，都不会改变零和
博弈的本质

只要是基于短期利润的盈亏为基准的金融市场都是零和博弈市场，都不会改变零和
博弈的本质

我相信每一个投资者来到这个市场都不是为了亏钱的。但由于上述短期股票市场的
本质是零和游戏，导致绝大部分人是输家的话，那么中长期投资的股票市场会不会
让大部分人都成为赢家呢？

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
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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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列举上面的实例：在商品交易中，一个人的支出等于另一个人的收入，那
获得商品的这个人，用这个商品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出来，然后再换取更多的收入。

而获得收入的人，用这个收入购买建筑材料建造了一座房子，卖建筑材料人的收入
又买了原先商品创造出来的价值货物等等……循环往复，价值就在一次次交易流通
中产生了。

而这个过程必然也是长期交易循环下去才有效的。

回到股票市场，

购买一份公司的股权，你决定把自己的钱给到更会赚钱的人手上，更赚钱的人因为
你的钱而更容易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更多的商品，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使赚的钱越
多，赚的钱越多，你的钱也就得到了增值。

购买一份公司的股权，你决定把自己的钱给到更会赚钱的人手上，更赚钱的人因为
你的钱而更容易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更多的商品，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使赚的钱越
多，赚的钱越多，你的钱也就得到了增值。

或许因为你是这家公司的股东，那怕是最小的股东，你都有可能去消费这家公司的
产品和服务。

而

上市公司因为像你这样成百上千的小股东在消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他们的收入自
然就会上升，收入的上升会伴随着盈利的增加，公司又可以通过盈利分红等形式，
回馈给你，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体系。

上市公司因为像你这样成百上千的小股东在消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他们的收入自
然就会上升，收入的上升会伴随着盈利的增加，公司又可以通过盈利分红等形式，
回馈给你，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体系。

而无论金钱的增值还是体系的循环，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都必须要经过一个长
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季度，一年，三年，或者十多年才得以实现。

所以在中长期的正和博弈市场上愿意同公司一起成长的股东，我们称之为投资者。
所有的投资者都笃信买股票就是买公司。

那么在短期的零和博弈市场上频繁交易者，我们称为投机者或者叫交易者。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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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者的差别就是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一位传教士天堂与地狱有什么区别，教士把他领进
一间房子，只见一群人围坐在一口大锅旁相互叫嚷着，虽然他们每人都拿着一把汤
勺，但因勺柄太长他们无法将盛起的汤送到嘴里，所以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锅里的
珍馐饿肚子。

教士又把他领进另一间屋子，同样的锅和同样的勺子，但所有的人却都吃得津津有
味，原来他们是在用长长的汤勺喂着对方吃。

教士此时回答说：'刚才你看到的那里就是地狱，而这里便是天堂。”

或许你会说，既然短期是零和博弈市场，那就让交易者短期内不能交易，杜绝投机
者，但现实是无数个短期汇集而成，才形成中长期。

而且

短期投机者是市场组成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提供了价值发现的渠道和提供了资产
的流动性，资产正因为有人交易才有价值

短期投机者是市场组成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提供了价值发现的渠道和提供了资产
的流动性，资产正因为有人交易才有价值

当然频繁的交易自然会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会有很好的流动性，但这也不利于价
值的发现

对于所有的参与者都要明确自己的定位，自己是交易者（投机者）还是投资者，千
万不要用投资者之名，行投机者之事。

投机者在中国市场往往是个贬义词，但实际并不是这样，投机一词是个中性词，没
有好坏之分，只是我们的文化对这一词存在的偏见。

当然还是希望多一些投资者少一些投机者，毕竟散户在A股是占了绝大多数，散户
投机者是比不过机构投机者的，这个毫无疑问。

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在随机、无序的价格波动上，我们想要博取的是价格波动的差
价，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是在参与一场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

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企业内在价值的成长，我们获得的是企业长期价值增长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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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恭喜你，你已经从零和博弈的市场进入到了正和博弈的市场。

而在正和博弈的市场中，多是赢家，少有输家！

三、零和博弈是什么

1、零和博弈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在严格竞
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的总和永
远为“零”。

2、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
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

3、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

4、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
，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5、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
，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6、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
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
。

四、零和博弈名词解释

1、零和博弈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在严格竞
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的总和永
远为“零”。

2、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
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

3、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

4、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
，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5 / 6



智行理财网
零和博弈 股市 股市是什么博弈

5、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
，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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