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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股票的时候心里犹豫不决怎么办；心理因素在证券投资
中的作用-股识吧

一、今天的股市有点犹豫不决，明天会怎么样呢

加详谈

二、如何规避股票投资心理误区

对策三：量化择股标准 和量化投资目标同等重要的是量化择股标准。
有一套数量化择股标准可以使投资者避免情绪、谣言和故事等的干扰，即在买入一
只股票前，把该股票的特点和量化的择股标准对照，如果不符合标准，就应该拒绝
买入。
量化的标准可以使投资者有效地避免心理误区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采用了量化标准，定性分析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定量分析应当
和定性分析结合来选股。

三、心理因素在证券投资中的作用

(1)投资心理中的乘数效应。
在大众心理因素中，有一种很极端的倾向，即在形势乐观的时候更加乐观，在形势
悲观的时候更加悲观。
在证券投资市场中的表现是行情好加倍乐观，行情下跌就加倍的悲观。
所以，在股市处于疲软状态的时候，那些好的股票也不会有人投资；
在股市一片繁荣的时候，有些股票的前景虽然不好，但还是有人投资。
人们正是有了大众心理的乘数效应，所以才会在股市呈现涨势的时候，就会有可能
暴升。
(2)盲目的跟风效应。
人多所做的决定不一定是正确的，人少做的决定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在大众的观
念中会认为人多做的决定是最合理的。
所以，在现代的政治经济中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
在股市中，如果大部分人是看好的，并且有很多人购买股票，那股票的价格就会上

                                                  页面 1 / 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升，反之股价就会下降。
所以，有的人也会说股市就是投资大众所做出决定的具体体现。
(3)犹豫不决的心理作用。
很多投资人自己虽然了解证券投资的技巧，但不一定有实战经验，所以在证券市场
中就会犹豫不决。
这样的投资者虽然在平时的分析中，让人信服，所做的场外决定也很让人赞赏，但
是在证券市场中，行为和计划就会不匹配，甚至是背道而驰。
(4)投资偏好的作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和偏好，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会认准自己经常用的牌子，这
就是在潜意识中所形成的偏好。
在股市中也是一样的，有的投资者会偏好买某几种股票。
有的投资者喜欢投资热门股，这类投资者比较偏爱股市的稳定，不喜欢冒险；
还有一类投资者，具有强烈的风险收益转换的冲动，所以喜欢投资投机股票。

四、股票止损 的时候如何克服犹豫的心理？

你试一下股票自动交易软件来止损，智达信的口碑还可以，利用软件来节省投入股
市盯盘的时间，生活炒股两不误，软件通过技术手段克服人性贪婪，对于股票买卖
非常有用，。

五、关于炒股心态方面的问题，高人请进指点一二。

依我看，你不仅可以解套，还有得到赚钱的机会，你的情况最好不要动股票，你明
年会有较好的收益。
进进出出反而弄坏了心态。
后市不管什么股票，大趋势就是震荡上行，遇到大跌也不要怕，不会再到2500以下
了。

六、怎么克服股市恐惧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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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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