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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炒股和价值投资哪个好⋯价值投资与趋势投资，哪个
更实用-股识吧

一、中国的股市适合投资还是适合投机

适合投机。
不过个人认为叫什么不重要，投资也要适时卖出兑现利润的，虽然据说投资的初衷
是以好的红利为目标，不是股价上涨。

二、投资股票或者基金，是否应该看准了一支股遵循“价值投资
”长期持有？还是见涨时买入？不懂。请各位指教~~

三、价值投资与趋势投资，哪个更实用

在美国应该是价值投资更实用，巴菲特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就是通过分析公司现金流
，财务状况，价值投资最成功的典范。
美国的投资大佬基本都是遵循价值投资。
像互联网的代表，亚马逊。
在美国上市之后连续亏损了几年，但是投资人仍然觉得是有价值的，股民大众也认
可他的模式，认可他的价值，所以才成就了现在的亚马逊，这种要是在A股，连续
亏损几年，早就退市了。
投资大师彼得林奇写过一本书，战胜华尔街，上面讲的就是价值投资。
也说了在A股，不适用。
A股很多盈利翻倍的上市公司，股价都不会有很大波动。
玩A股只能玩玩小趋势，抄抄热点，跟跟庄家。

四、投资股票或者基金，是否应该看准了一支股遵循“价值投资
”长期持有？还是见涨时买入？不懂。请各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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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话一般还是要持有时间长一点为好，国外的基金投资者一般持有都超过5年
以上。
国内的么，还是做趋势投资吧。
我是做证券的，我总结的规律是，当基金发售逐渐增加，购买开始逐渐旺盛的时候
，这是短期最好的买点了。
当出现基金疯狂发售，而购买的那些人都不看基金品质疯狂购买的时候，也就是要
撤退的时候了。
股票么，不好说。
我个人觉得趋势投资和价值投资灵活运用的好。
价值投资是最省心的，看准了一只股票之后拿个十年八年的，还真有收益。
万科A就是代表。
当然，也有不行的，有不少跟万科A同时代发行的就已经消失了。
做价值投资，眼光一样要准，买了就不要惦记，否则你也做不好。
涨时追买，这点做技术的人可以做。
如果你不懂，暂时不要随便追涨，会死得很惨。
顺便说一句，做技术的现在都死得很惨~~~~

五、投资A股和投机A股那种方式赚钱最快？

短线看起来很美但却是最难做的 我们崇尚的是价值投资趋势操作
大盘趋势向好，积极做多，耐心持有；
投资中国美好的未来，分享经济发展的快乐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六、投资好还是投机好？

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投机指根据对市场的判断，把握机会，利用市场出现的价差进行买卖从中获得利润
的交易行为。
投机也是一种投资形式，但其收益和风险较大。
在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是一种投机占主体的市场，它违背了股票市场投资的核心意
义，投资股票应该是从所持股票公司经营收益中获得收益，而不是简单从股票价格
变动中获利。
期货是以投机为主体的市场，它的特点、交易方式更适合中国的股票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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