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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买入价多一分钱-
为什么买股票每次都多扣5分钱，然后再退回来？-股识吧

一、股票成本价每股多0.001元？为什么我买的股票成本价总多
出一个0.001元

因为成本价是在买入价格基础上分摊了买入手续费的价格。
因此成本价要比买入价高。
买进费用：佣金是成交金额的千分0.2到千分之3+过户费每1手收0.06元（沪市收，
深市不收）。
卖出费用：佣金是成交金额的千分0.2到千分之3+过户费每1手收0.06元（沪市收，
深市不收）+印花税成交金额的千分之1。
佣金不足5元时，按5元收。
如果佣金千分之3的股票帐户，买卖一次的手续费达到千分之7，如果是佣金千分之
0.2的股票帐户，买卖一次的手续费只有千分之1.4（买卖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且单笔
佣金超过5元）。

二、差价一分钱股真的有收益吗？

你买的时候需要3.15*80000*1.0003=252075元，这是成本，卖出获得3.16*80000*0.997
=252041元，卖出的成本包括印花税佣金等各种为费用一般在千分之3左右.可以看
出是净亏34元，不过有25w的话佣金一般可以到万一点几，省了万一点几的佣金25
w一个买卖差不多省50块，就扭亏了。

三、为什么买股票每次都多扣5分钱，然后再退回来？

应该不是每次多5分，每次成交金额和成交价格不一样，相差的不一定都是5分。
软件在买卖时会以系统默认的费率来计算，不是按你真实的费率算，但盘后系统会
进行数据清算，清算完了，就会以你实际的费率显示股票成本价。
这就是买卖后和收盘清算后成本价不一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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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一早就买得到股票，有什么秘诀吗？比如比开盘价多报一
分钱可以吗

这个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的是急拉在涨停价附近出货。
举个例子，申华控股在13年9月11日的时候，急拉至涨停，就是封不死，并且成交
量巨量放大，是拉升资金的4倍以上。
我就感觉不好，但是已经买了，卖不掉。
结果当天晚上发布消息要资产重组。
停牌。
我等了很长时间后说重组失败。
直接来了跌停。
亏损惨重。
事后分析知道内部消息的机构或是个人在消息泄露的那几天，预计到重组不会成功
，借着其他机构追风的时候出货。
当然还有很多种情况 要看股价所处的位置，庄家的吸筹 打压时间的长短
，很多了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

五、股票在底部老是一分钱两分钱的涨，到底是什么原因呀？希
望各位高手解答一下！

可能1：盘子太大，股价低的个股如农业银行等，难以吸引投资者参与。
可能2：股价很低，一段时期内缺少炒作动力，平盘整理如名流置业等。

六、为什么我同花顺买入的时候，它把我买入的价钱都加上1毛
？

因为你买股票的时候，证券公司会收取佣金。
软件它把你买入的价钱都加上1毛，就是把这个佣金的成本也算在你股票里面的，
很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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