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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走弱，总资产一天“腰斩”；央行再提整顿清理虚拟货币；价格下跌时，忍不
住关闭止损线

虚拟货币整治大事记

2017年9月4日

央行、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联合公告叫停代币发行（ICO），清理整顿ICO平台并
组织清退ICO代币。

2017年9月14日

比特币中国宣布停止比特币等交易业务，该平台9月14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9月3
0日将停止所有数字资产交易业务。

2017年9月15日

北京监管机构宣布关停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所。

2018年1月12日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投资人防范变相ICO活动，并称，迅
雷“链克”实际上是用“链克”代替了对参与者所贡献服务的法币付款义务，本质
上是一种融资行为，是变相ICO。

2018年1月26日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文，提示境外ICO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风险提示称，
由于国际上也普遍缺乏规范，目前境外的交易平台一样存在系统安全、市场操纵和
洗钱等风险隐患。

2018年3月9日

火币网以公告形式对人民币交易用户作最后的告别，我们决定于10月31日24:00正
式下线所有人民币兑数字资产交易。

201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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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2018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表示，今年将
从严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开展对各类虚拟货币的整顿清理。

“9月份把之前赚的钱都赔完了，以后再也不碰数字货币。”仅在做出此番表态3个
月后，90后陈诚(化名)再度返场炒币。

去年10月份起，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币价格飞涨，直到现在，业内对于这轮币价
上涨的原因也没有达成共识。此前2万元一个的比特币，最高涨到了14万元。

赚钱效应下，进入虚拟币市场的玩家在增多，币圈的“零门槛”，使得参与者也相
应地年轻。他们一如年轻人对待任何新鲜事物的态度：好奇，尝试，也不乏投机。

不过，“高涨”并未持续太久。去年圣诞节后，主流虚拟币全线下跌30%，部分虚
拟币价格几乎腰斩。

监管则是另一重隐忧。去年9月4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代币发行融资涉嫌非法集资
、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要求立即停止。今年两会，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关于
比特币和ICO的提问时表示，不喜欢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都有一夜暴富的
幻想，这个不是一件好事。

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2018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表
示，今年将从严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开展对各类虚拟货币的整顿清理。

截至4月3日，比特币成交价格在7300美元附近，以太坊成交价格在400美元附近，
较最高点均已下降6成以上。

虚拟货币的价格波动快速催熟了这些年轻的“炒币者”，他们或以“锻炼心态”为
理由，或在资产腰斩后，无奈抱以“佛系持币”的说辞。虚拟货币价格震荡的巨幅
背景下，年轻的玩家们又将何去何从？

木岚（26岁） 上海 公务员

佛系炒币，“当捡回家做个纪念”

木岚说自己属于佛系炒币：除非有人提到，平常完全想不起自己拥有半个以太坊。

去年下半年，她看到自己的朋友在网上提到了比特币，好奇询问下朋友推荐了以太
坊。木岚犹豫了一两个月，看着以太坊从500美元涨到1200美元，最后在2018年1
月涨到高点时入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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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岚决定入场前四个月，监管机构于去年9月关闭虚拟货币与人民币法定货币之
间的平台交易业务，平台充当中介职能，为想交易虚拟货币的双方提供寻找买家或
卖家的平台。

为了入场，木岚联系了一个价格合适的卖家，约好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后，对
方发了一串号码给她，她需要将这个号码附在转账信息里供卖家识别对应的是哪一
个买家，再尽快将虚拟货币发送过来。

她在火币网上完成了这笔三千多元人民币的交易。“（转账的时候）有点像坐过山
车，想着这个人不会是骗子吧。”木岚回忆起付款前的瞬间，那是她炒币经历中“
最刺激”的时刻。

付款成功后，她打开另一个显示用户所有数字资产的页面，刷新，以太坊一栏的数
量从零变成了不到半个。

买入后的前几天，木岚还会时不时关注下以太坊的价格。两个月后的今天，她对价
格已经“淡然”了。“我觉得以太坊什么的就像柏林墙上的砖一样，我就是把它捡
回家做个纪念这样一种感觉。”伴随着买入后，以太坊的一路下跌，木岚给自己设
了一年的期限，准备等明年再看看以太坊值多少钱。

“毕竟，这也是有可能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一个技术嘛，买入的意义其实也就是像
你下载在电脑里的那些电影音乐一样。”

王然（25岁） 北京 媒体从业者

加杠杆炒币，资金缩水80%

去年9月，由于参与ICO报道，王然接触到了虚拟货币。

“国家监管政策出台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大跌，那时看到比特币跌到1.8万元
还觉得很贵，没有买。后来不到两个月，比特币不仅达到前期高点，而且进入了快
速上涨阶段，这让我很动心。”

据王然介绍，他在媒体主要从事财经领域的报道，工作之余会炒股票，“股票里的
K线技术，有时候在这个市场有用”，王然认为这是他入场的优势。

“第一天开户交易的时候，我盯盘盯到凌晨3点。”在王然看来，目前所有虚拟货
币交易所均采用7天24小时交易，没有涨跌停限制，T+0交易，而且部分交易所能
够提供杠杆服务，“相比而言，这个市场很自由”，“重要的是杠杆服务没有资金

                                    3 / 7



智行理财网
虚拟币培训(虚拟币跌六成 炒币年轻人的“煎熬”)

门槛，我几千元也可以使用4倍杠杆。”

不过，王然并没有取得回报，反而承受了较大亏损。“我一开始想提高回报，就采
取了全仓、4倍杠杆短线交易的模式，在市场震荡期间还不错，通过抓波段在一周
内盈利20%，不过后来市场走弱，让我的总资产一天就直接腰斩。”

谈及交易过程，王然坦言“非常累”，走在路上就想打开交易软件盯着，因为夜盘
往往出现大的交易波动，“有时候晚上也睡不好，我会关注很多币圈交易的公众号
，看看别人的观点，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市场大跌时候，情绪会非常差，对工作
影响比较大。”

近期，市场持续大跌，王然所持的小币种也腰斩了，目前总资产缩水80%。王然放
弃了杠杆、短线交易，选择了国内一位知名大佬站台的数字币，“打算一直拿着了
”。对于是否退出市场，王然回答，“暂时不管了，佛系持币。”

陈炎（21岁） 四川 设计专业学生

一月实习工资难抵币价一天涨跌

三个月前，量子链的价格突破300元时，陈炎清点了自己的虚拟货币资产：量子链1
0000个，比特币14.5个，加上其余币种，价值超过六百万元。

他的原始资本是30.5万元。第一笔5000元是自己的储蓄，在2016年10月投入买了
比特币，当时的价格是每个4900元左右。2016年年底，比特币突破8000元，当时
读大三的陈炎决定加仓。

他用一周的时间给经商的家人解释比特币，“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以为我在做传
销”。最终，家人同意给了他先后共计30万的资本，用于加仓比特币和买入莱特币
、量子链，算作“天使投资”。

“2017年下半年比特币涨上十几万的时候我还想过下一部车是买法拉利还是兰博基
尼”，他开玩笑说。

陈炎想过运用股票的波段操作，低买高卖，“想做波段，把涨跌躲过去。后来发现
波段越做越亏，索性没怎么管”。他提到币圈流行的一句话：只有两种人能赚钱，
疯子和傻子，“我觉得我算是半个疯子加半个傻子吧”。

忙着找工作的陈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查过虚拟货币的价格了，“其实现在是一种
装死的状态”。采访中他登录了平台页面，均价200元时买入的比特币分叉币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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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到了20元，虽然心痛，但“抱定坚决不抛的心态”。

作为设计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对比炒币者的另一重身份，陈炎坦言落差“会很大
”。

他很少向周围人主动说起自己在炒币，最迷茫的时候也曾想过还需不需要工作。“
后来觉得炒币只能当做副业来做，因为真的需要一颗很抗压的心承受，主业还是稳
定一点”，他还是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画画的原画师”，业余炒币。

最近，曾和他一起参加原画培训的同学找到了一份实习期月薪八百元的工作——这
个数目可能够不上他持有的虚拟币一天的涨跌。

顾恬（27岁） 美国 用户体验师

“每个月都有新政，肯定能等到低价格”

在湾区工作的顾恬了解到比特币是因为自己的同事。

“他有一处在爱尔兰的房子要转卖，买家付款再转成美元很麻烦，就干脆用比特币
付款了。那时觉得房子都能用比特币买卖”。她开始关注比特币，去年7月份投钱
入场。

顾恬最大的信息来源是视频网站youtube，她会在每晚下班回家后搜索比特币的科
普视频，有些是程序员给大家讲解技术面的问题，有些是从人文角度谈比特币可能
解决的问题，“这些视频特别多。”

在顾恬看来，整个湾区区块链和比特币热度都很高，斯坦福大学和其他一些公司每
周都有相关讲座，不乏来自国内的创业团队。

“年轻人接受程度高一些，本身没有太多积蓄，买不起房，股票利润又不高不可能
一夜暴富，会觉得不如买比特币吧”。在她看来，湾区炒币的多是千禧一代。

顾恬逐渐买入了更多其他币种，购买时会留意每种币的开发团队，根据币的开发流
程关注不同时间节点的市场反应。

然而，经历过几次币价跌宕后，顾恬开始反思炒币的性价比，“如果我做了错误的
操作肯定亏钱，但要做出正确的操作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学习的”，“我的利润和我
的时间相比就很不值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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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她决定不再卖出持有的虚拟货币，只买跌，并划定了总量相当于10个比特币
的持有上限，“每个月相当于有一次促销，”她半开玩笑地说，“每个月基本都会
出现一些新政策之类的，肯定是能等到价格低的。”

凯文（23岁） 新加坡 学生

疯狂炒币阶段后，出清所有币种

2016年春节，凯文在新加坡一家银行实习。当时的经理看好比特币和以太坊，向包
括凯文在内的几个实习生推荐了开户平台，“当时价格很便宜，几十美元一个，我
们就每个人买了几个比特币和以太坊，相当于讨好经理”。

第一次买入后，凯文有半年多没太关注，直到2016年暑假，关于比特币的新闻越来
越多，他开始了解背后原理。

2017年年中，凯文第一次将所持比特币和以太坊卖出，赚回的钱足够他在中国和新
加坡之间往返几趟。几天后，看到价格还在涨，凯文将第一次卖出的钱全数买入，
重回市场，“一开始买可以说是一个巧合，第二次就是投机了，当时是坐等它一飞
冲天的感觉”。

凯文开始了他“比较疯狂”的炒币阶段：白天实习，晚上操作，包括花一小时左右
看虚拟货币相关的信息。

每一次交易，凯文都会通过交易平台poloniex设置一个止盈线和止损线，平台会在
达线时自动卖出。他承认，自己受“炒”的心态影响，在币价不断下跌快接近止损
线时甚至会手动关闭止损线，“觉得有朝一日还能涨回来”。

今年一月，凯文持有的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几种货币价格持续下跌，“一开始亏得还
小，还可以用心态调整来解决，后来发现没有底”，他判断市场到了调整期，于是
决定退出。

一月底，凯文出清了所有币种。

张华（25岁） 上海 金融工程博士

市值下跌，“先退出，看风向”

2017年下半年，攻读金融工程博士的张华，通过朋友接触到了虚拟货币。

                                    6 / 7



智行理财网
虚拟币培训(虚拟币跌六成 炒币年轻人的“煎熬”)

“当时看到室友交易这个每天都挣钱，就跟着入了。”张华向记者展示着用于炒币
的APP火币pro，“我现在还是学生，收入少，所以就跟着买了1.5万元的以太坊。
”

今年春节前，虚拟货币市场整体大幅下跌，张华选择在当时买入，成本在每枚680
美元附近。春节期间，以太坊最高涨到900美元上方，一周时间浮盈达到30%，“
本金比较少，所以也就赚了几千元，可以换个手机。”

对张华而言，交易虚拟货币“主要还是尝试，随便玩玩”。在他看来，把时间用在
炒币短线交易上并不聪明，“现在看虚拟货币就是资金盘，没有基本面可言，如果
有，那也是某某币的创始人出来说两句话，或者给投资者画一个更大的饼。”

张华举了个例子。2018年春节期间，一种名叫“狗狗币”的虚拟货币大幅上涨，一
个月的时间内，涨幅高达4倍。从消息面来看，除了2018年农历新年是狗年，没有
其他利好消息，“我们不知道庄家会拉某种币，会以什么理由拉某种币，所以很无
厘头。”

“我对各类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并没有信仰，我是投机交易。”春节过后
，由于各国监管政策，以及交易所被攻击事件的影响，虚拟货币市值整体大幅下跌
，张华告诉记者，“现在空仓，先退出，看风向。”（新京报记者 王全浩
朱玥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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