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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中年开始炒股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
都炒股啊-股识吧

一、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要炒股票?

有很多原因。
。
我说几个吧。
1，现在银行的利息少，大家有钱都会去买基金，或者买A股。
现在国家就这个问题，央行正在提息。
估计2008年还会提一次。
2，大家都觉得股市是赚钱的。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道。
。
在股市中只有20%的人是赚钱的，70%的都是被套的，10%平本。
所以风险是挺大的。

二、中国有多少人在炒股？为什么有的地方的老一辈那么反对？

有上亿在炒反对的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成才率太低了，不到10%，能活过10年的不
到1%赚钱固然好，一买一卖很简单，没有在学习股票和实战上花费10000个小时很
难成功一年只有240个交易日，每天1小时，坚持一年才1000个小时不到。
盘后每天拿出来4小时复盘你就2000个小时。
如果全年不休息也就3000个小时，想想也不会有多少人可以坚持下去

三、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要炒股票?

有很多原因。
。
我说几个吧。
1，现在银行的利息少，大家有钱都会去买基金，或者买A股。
现在国家就这个问题，央行正在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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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2008年还会提一次。
2，大家都觉得股市是赚钱的。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道。
。
在股市中只有20%的人是赚钱的，70%的都是被套的，10%平本。
所以风险是挺大的。

四、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懂任何经济学知识的人都会去炒股

很多时候，经验比知识更加重要。
在这个大时代，你拥有的知识再多，也不可能比得上一个数据库，而会使用、借用
别人的知识，经过自己经验分析，再选择股票，获得成功的机率会高很多。

五、为什么那么多上了年龄的人在炒股呢???

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的投机心里普遍增强，很少有象计划经济时期的那
种稳定单一的理财方式.但不得不说，人们对投机的风险性和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
心理准备不足，所以才会有卖房炒股.股票下跌去证券交易所抗议等过激行为的出
现.经济有长有落，但炒股首先必需要具备良好的投机心态.

六、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都炒股啊

炒股其实和在市场做买卖一样的，低价买高价卖，只不过它的效益来的比较快，不
过风险也大，但是利润高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去炒股的。

七、中国有多少人在炒股？为什么有的地方的老一辈那么反对？

有上亿在炒反对的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成才率太低了，不到10%，能活过10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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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赚钱固然好，一买一卖很简单，没有在学习股票和实战上花费10000个小时很
难成功一年只有240个交易日，每天1小时，坚持一年才1000个小时不到。
盘后每天拿出来4小时复盘你就2000个小时。
如果全年不休息也就3000个小时，想想也不会有多少人可以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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