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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股票为什么好.炒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买股票-
股识吧

一、请问为什么要投资股票？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不用工作，
但又能够同时享受到公司业务不断增长的利润，以及不时收取公司的股息呢？ 这
个情况也许听起来极为荒唐，但就像富爸爸所说，倘若你能统领投资为你打工，投
资股票可成为你及早致富的得力助手。
股票可谓很多富经验的投资者的必修入门，而且很多著名的投资家也是以股票起家
的。
（如果你想加深对著名投资历史的认识，请查访财经百科的史上最著名投资家。
）事实上，在这几十年间，人门对股票投资的兴趣有增无减，由最初只有一少掫富
有人士买卖股票，转化成普通大众的投资工具。
由于科技的不断提升（例如：电子交易平台，大量的信息流量）均大大提高了市民
买卖股票的普及化，达致现时几乎任何人均能买卖股票的地步。
尽管股票投资已变得大众化，然而不少投资者对股票却仍然是不甚了解，有相当部
份的买卖更以道听途说作依归。
例如，在九十年代美国股票大牛市和二千年科网风暴中，不少投资者均认为只要跟
随大市趋势买下当炒股票，便可在无风险下极速致富，然而股票市场再一次证明经
济学明言 “世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股票可以创造大量财富，但伴随的却是相当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想在股票市场上得心应手，首要做的就是要清楚明白股票究竟是什么的
一回事和其在市场上操作的个中原理。
在这入门指南中，我们将为你详细地说明股票运作的基本概念。
很多人认为股票是高风险的投资游戏，有不少人更相信股票是大户（金融巨企或基
金）欺骗小投资者财富的技俩，但事实是否真的这样黑暗呢？我们不排除金融市场
有不少害群之马，但股票确确实实是一样能够致使你我财富增值，甚至达致财务自
由的有效工具。

二、人们为什么要投资股票

钱弄来不时刻运营它那钱就是死钱⋯不利经济发展⋯也不能创造新价值⋯银行的钱
也是时刻运转着⋯你心甘把钱借别人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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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说股票是一种投资?

股票的实质是代表你对公司投资的凭证。
比如某家公司仅靠自有的资金不足以很好的发展，这时候该公司可能会设法融资。
既从社会公众那里募集资金，于是当该公司满足了上市的条件，通过证监会的审批
后，既可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你如果看好该公司的未来，既可买入股票，它
代表了你是该公司的股东。
当公司利用募金的资金，使自身的经营得到良好的运转，业绩提升，则可从获得的
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向股东分红，这样，你就可从该公司获取红利。
此为投资的本义。
股票是可以流通转让的，这样方便一些股东在需要将股票变为现金时可以随时抛出
股票变现。
这样一来，在二级市场上就有很多买卖者不纯粹是出于投资的目的来买卖股票，而
是希望通过买入股票再以更高的价格转卖，赚取差价。
这就是所说的投机。
投资与投机总是并存于市场，股市的存在是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合理地流向成长性高
的公司，达到扶持优质企业发展的目的，同时，这些企业的发展又可给投资者带来
回报。
而投机者的存在又可让投资者在需要变现资金时可以随时转让。

四、年轻人---为什么要投资股票？

说到股票投资，至今还有很多人会“谈股色变"，炒股的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
话叫"一赢二平七赔”，就是说十个人里面有七个会赔。
我认为这是过去大部分老百姓，在正统的财商教育乏的年代，以投机的心态，用错
误的方式参与股市，荒来的后果。
说到股票投资，人们往往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它是不务正业，觉得股市天天是开
盘的，每天早上九点半开盘，到下午三点收，而且每天价格的波动这么大，如果我
的钱投在里面，可能几万块钱，也可能几十万块钱，不由得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
上面，上班也不好好上，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思，恨不得时时打开电，打开手机看价
格。
可能还有很多上班族会觉得，股票投资太花时间精力了，风险还大，所以也有种不
敢染指的心态。
我想说的是，其实投资股票不仅不是要消耗你非常大的精力，反而它是跟你的主业

                                                  页面 2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相辅相成的。
你想想你的一生这么长，除了工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投资获得一些财产
性的回报，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且，股票投资能够帮你提高对很多事物的判断能，尤其是价值判断能力，这些能
力无论是对投资还是工作都很重要。
再者，收入渠道的拓宽，也能够让你在职场上打拼的时候，有更从容的心态。
所以投资和工作应该是相?相成的。
我认为，对新一代职场人群来说，股票投资将是一生资产配置、财富管理最重要也
是最不可或缺的领域。
俗话说，人无股权不富。
全世界最富裕的人都在投资股市。
只要你掌握了正确方法，长期实践，你也能够像那些聪明的人、富有的人样，获得
长久稳定的回报。
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就请点击上方“关注云然社”！（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
慎）

五、炒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买股票

股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股票操作是种很有意思的投资活动，收益与亏损见效很快
，它的操作有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如果真想参与这个游戏，靠人帮忙不太现实，
主要靠自学，建议按以下方法系统的走一下比较稳妥和全面，将来真金白银的操作
更保险一些：1、找薄一点的股票入门书看一下前1/3就够了，拿到这样的一本入门
书，基本就知道要学什么了；
2、去游侠股市开个模拟炒股的帐户，进去开战，开战同时消化那本书的后2/3。
如果只是想了解一下证券市场，这已经有了很深程度的了解了，如果想实战操作，
再作以下步骤：3、到证券公司开户，投入几百上千元，就可以正式实战了。
4、有把握再增加投资，最好有个限额，比如为自己收入的1/3，但绝对不能借钱炒
股！这样操作，基本上就是系统自学股票并参与操作的过程了。

六、投资股票优缺点？

前面回答过一次，这里再来回答一次。
投资股票的优缺点 一、高报酬高风险根据历史经验来看，长期投资股票的平均年
报酬率约为10%～15%，报酬率比其它投资工具高 。

                                                  页面 3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但是当股票大跌时，很有可能会因此套牢住。
风险性也很高。
二、盈余分配权 按持股比例分配公司盈余。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若公司本年度赚了一亿元，并非把一亿元全部分给股东。
尽管如此，理想的投资可以为股东赚取优于银行利息的利润。
三、剩余资产分配权公司清算后，股东按持股比例分配剩余资产。
但必须注意的是，剩余资产先偿还债权人，再给予特别股股东，最后剩下的才分给
普通股股东。
四、优先认股权公司现金增资发行新股时，原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有优先认购的权利
。
这个条款的目的在于维持原股东的持股比例，避免原股东的股权因发行新股而稀释
。
五、出席会议权公司的董事会，每年应该至少开召开一次股东大会，在会中提出年
度报告。
若股东对公司有什么建议或不满，可以在股东会上提出质疑，督促经营者改善。
六、检查帐务权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应该编列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主要财
产的目录、损益表、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盈余分派或亏损拨补之议案这
些表册，在股东会召开前三十天交予监察人查核。
之后这些表册与监察人的报告书，应该在股东会上提请股东会承认，并日后将承认
后的这些表册分发给各股东。
七、须承担经营的风险须承担经营的风险，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责任仅以出资额
为限 - 也就是说，若你拥有 300 张帝镭公司的股票，则最惨的情况就是变成 300
张价值为零的壁纸，不会要求你再拿其它私人的家当来偿还公司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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