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为什么天天看股票容易亏钱；为什么散户总亏钱？-股识
吧

一、为什么散户总亏钱？

1散户的心态不好，钱都是我们的血汗钱，股票一下跌就坐不住，也就忍不住卖掉
。
2技术不行，庄家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学这个的，散户不赔钱，
那他们就赚不了钱。
3散户有时间坐在电脑钱不断的去查资料吗，公司有什么消息会告诉你们吗，内部
消息我们散户能知道吗。
4散户容易贪婪，赚了还想赚，别人赚了自己难受，所以总有被套的那一天

二、为什么说绝大部分的人炒股是亏钱的？是技术问题吗？

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
A股是一个对投资人保护非常到位的市场，涨停板、不退市再加上过去和未来几十
年可见的高速发展，散户赚钱理论上和实践上并不是太难。
并且，中国股民喜欢牛市入场，亏损的人多是对涨幅不满最后割肉，少有入市即亏
，一步步深套割肉，好多人入市拿到了一只大牛股，开始就几倍利润，最后也没有
套利亏损出局的命。
多数亏损的凭一时兴起入市，赚钱之后手舞足蹈觉得还会一直涨上去，越涨越加仓
，跌下来的时候判断是回调，半山腰抄底，开始损失些利润也没有太大感觉，后来
少一些本金也可以接受，深套之后随着市场冷却逐渐麻木，割肉出局，账户定格亏
损。
其实账户和K线一样，有峰有谷，亏损的都在低估走了。
股市门槛低不代表赚钱难度低，哪怕简单到路边摆摊卖水果蔬菜也不是看起来在一
买一卖里轻易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盈利预期，仓位管理和止损止盈技术、选
股技巧比起来重要性丝毫不逊色，如果长期混迹股市，只有把这些搞清楚才算有自
己的交易系统，建议你去同花顺或者华尔通先把基础知识学好再玩实仓，这是在这
个市场活下去的基础，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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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炒股的人大多数亏钱，为什么？

庄家做一个股票要用一年甚至几年，用几个亿、十几个亿做一个股票，散户恰恰相
反；
庄家一年作一两只股票就大功告成，散户一年做几十只股票甚至上百只还心有不甘
；
庄家集中资金一战，散户喜欢买很多股票分散投资.最终有赚的必有赔的，来回也
没有赚钱；
庄家在做一个股票之前要对该股票的基本面，技术面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且制
定周详的计划方才行动，散户看着电脑屏幕，三五分钟就决定买与卖；
散户总喜欢找那些当前最热门的个股，由热抱冷赔钱；
庄家虽然有资金和信息优势，但是仍然不敢对技术分析掉以轻心，散户还很得意的
说：这个庄真傻，拉这么高看他怎么出货。
庄家年复一年做，各种理论烂熟于胸，散户连k线都没有掌握好；
庄家总是非常重视散户，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听散户的声音，做到知己知彼；
散户年复一年看着指数涨却亏钱。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往往在股市中亏钱的就是那些没有任何优势却又自以为很聪明的人。

五、为什么有人炒股几十年，亏损几十年

因为中国股票不是按照正常逻辑运行的，正常人炒股肯定是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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