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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涨为什么成本买价变低——股票涨了卖出一半，盈利
的钱已经进账了为什么显示剩下的一半股票的成本价还变
低了？-股识吧

一、我买的股票为何成本价变低了？

软件计算的成本价，在你刚买入的当天，是把你买进卖出的成本都计算了进去，而
到了第二天，系统会自动调回了只计算了你买进时的成本。
所以一般我都会自己再把它调回去。
你如果按现在显示的成本，那是不准确的。
具体手续费计算你可以看：买进费用：
1.佣金不超过0.3%，根据你的证券公司决定，但是佣金最低收取标准是5元。
比如你买了1000元股票，实际佣金应该是3元，但是不到5元都按照5元收取
2.过户费（仅仅限于沪市）。
每一千股收取1元，就是说你买卖一千股都要交1元 3.通讯费。
上海，深圳本地交易收取1元，其他地区收取5元 卖出费用： 1.印花税0.1%
2.佣金不超过0.3%，根据你的证券公司决定，但是佣金最低收取标准是5元。
比如你买了1000元股票，实际佣金应该是3元，但是不到5元都按照5元收取
3.过户费（仅仅限于沪市）。
每一千股收取1元，就是说你买卖一千股都要交1元 4.通讯费。
上海，深圳本地交易收取1元，其他地区收取5元

二、股票涨了卖出一半，盈利的钱已经进账了为什么显示剩下的
一半股票的成本价还变低了？

因为你不是一次买进的。
卖了出去了高价买进的股票。
这样成本价就低了。

三、为什么刚卖的股票原价买近成本价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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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中途做了一些买进卖出的操作。
利润就会有变化，但那个计算方法只是相对于这只个股的，却并没有相对于你的全
部资金，所以一般不要理会。

四、为什么买同一支股票的时候它的成本越来越低？

因为你中间进行过高卖低买，保持同样数量的情况下，你手里多出来一部分现金，
相当于，你花了比2.396更少的钱买了同样的权证数量.因此成本小于2.396

五、股票成本价变低了，怎么回事啊

这是炒股中常用的一种手法，补仓摊低成本。
超市卖苹果，第一天4块钱一斤，你买了1斤，第2天3块钱一斤，你又买了2斤，均
摊成本苹果就是3.33元，成本下降。
你在8块买入了1400股，而且最主要的是后来股票的价钱又基本涨回到你原来9.2买
的时候的价格，相当于1400股是纯盈利的。
后面的操作你反过来想就是另一种操作手法叫逢高减仓。
如果感觉股票上升到位了，再价钱好的时候卖一部分，可以是一半也可是卖掉大头
，拿住利润，这个是最重要的，千万不可贪婪。
只要不低于现在的成本价你始终是盈利的。

六、股票涨了卖出一半，盈利的钱已经进账了为什么显示剩下的
一半股票的成本价还变低了？

因为你不是一次买进的。
卖了出去了高价买进的股票。
这样成本价就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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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什么股票卖了又买,成本变低了

这就是高抛低吸，摊低成本了。

参考文档

???????????????.pdf
??????????????
?????st??????
????????????
??????????
???????????????.doc
?????????????????????...

  
?????????????????????????????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article/1812705.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3 / 3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article/1812705.html&n=股票涨为什么成本买价变低.pdf
/read/7591.html
/article/8761.html
/article/9243.html
/chapter/9288.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article/1812705.html&n=股票涨为什么成本买价变低.doc
https://www.baidu.com/s?wd=%E8%82%A1%E7%A5%A8%E6%B6%A8%E4%B8%BA%E4%BB%80%E4%B9%88%E6%88%90%E6%9C%AC%E4%B9%B0%E4%BB%B7%E5%8F%98%E4%BD%8E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article/1812705.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