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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买股票在哪里买－－刚开始怎么买股票呢？-股识
吧

一、买股票最好去什么地方买?

看你有时间没有，有时间就去交易大厅去买！没有时间就在电脑上买了

二、股票在什么地方买

带上你的身份证到证券公司开通股票帐户，然后到指定 银行办得第三方托管，第
二天你把资金存进股票保证金帐户里面，你就可以炒股票了。
你开户的时候同时开通，电话委托、网上委托这样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
买卖股票了。

三、股票去哪买呢？

展开全部去证券公司，如“华福”“闽发”等等的。
领到表格填写，附上身份证件。
接着他们会告诉你去什么银行开户，开户后带银行卡到证券公司确认下，并开通网
上交易，回家登入开户的证券公司网站下载软件，安装登入，就可以开始看了，并
且直接网上买卖，友情提醒：网上交易时一定要先进行杀毒，确保无病毒无木马！

四、股票要去哪里买？

1.要选择一家证券公司开户，银行是不能办理股票开户业务的。
选择证券公司时，最好是选口碑好，服务好，业务全的证券公司，这样便于以后的
投资活动。
2.股票开户时须带备的证件和文件： ①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②本人的银行卡或存折。
3.股票开户流程： ①开立证券账户 投资者本人前往证券公司营业部，填写并提交

                                                  页面 1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申请表、缴纳开户费和出示证件，经审核确认合格的，投资者即可获得申请开立的
证券账户，并得到相应的证券账户卡。
②开立资金账户 投资者本人前往证券公司营业部，填写并提交开户文本、出示证
件和证券账户卡，经审核确认合格后，给予投资者开立资金账户，并为投资者办理
上海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手续。
③办理A股资金第三方存管业务 第一步：投资者本人到证券公司营业部，填写并提
交资金第三方存管业务三方协议、出示证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本人的银行存折、
证券账户卡），经审核确认合格后，给予投资者办理第三方存管账户预指定手续。
第二步：投资者本人到预指定银行柜台，提交协议和出示证件（本人身份证原件、
本人的银行存折、证券账户卡），经银行审核确认合格后，给予确认开通第三方存
管业务。
④投资交易 投资者办理完成以上证券开户手续后就可以通过交易系统（电话委托
、网上委托）将资金从自己的银行存折转入自己的证券公司资金账户，进行证券账
户的交易。

五、在哪里才可以买股票啊

在银行里开个账户，带着你的身份证到证券公司注册，在你的电脑里装个股票买卖
软件就，股票就可以交易了。

六、初学炒股，第一次买什么股票?至少要用多少钱?去哪儿买?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建议还是先学些系统的股票知识，再入市。
股票对应最小单位是1手，1手100股。
如股票价格5块，那么500就可以买了。
买之前需在证券商开股票户，还需要再银行开存管户。

七、刚开始怎么买股票呢？

新手买股票，选股票技巧如下： 第一、关于补仓和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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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股票一定要有好心态。
目前你低位持有该股有利润是好事，可是如果你目前价加仓的话，你的持仓成本就
抬高了。
加上加仓后你的资金买得更多。
一旦股价回落可能下跌几个点你的股票就要被套了，前面的赢利全部烟消云散。
往往得不偿失。
没太大意义。
做股票一定要学会控制资金的运用和科学的管理。
做任何股票，力求一控制风险，二再谈收益。
散户在如今的世道里永远是慢半拍的，因为和主力相比，永远是不对等的弱势地位
。
所以要想自己在股市里能获得好的收益，一定要让自己具备一套科学的资金管理思
路和简单实用的操作理念，千万不要忘记风险。
止损短线股设在5%。
中线考虑的设在15%。
一般股票进入下跌空间，一般都有续跌的空间，没有完全走稳是不可以补的。
一般没有套10%以上不要考虑补仓，补仓不是一个好办法，对于操作来说，表面看
摊低了成本，可是你的资金量多了，风险是在家大，如果继续跌你可能心态完全被
跌坏，亏得也更多，那样是得不偿失的。
个人觉得做股票还是坚持止损，那样最主动。
第二、股票基本面技术面相关分析 (一)怎样进行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
其实我也很想好好给大家讲讲个人选股，操作的理念。
我想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一直觉得股票投资是很灵性的。
有时候看天分。
所谓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其实说起来实在话长。
因为个人时间关系，实在没办法一一讲清楚，不过以后我会多讲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吧。
个人觉得分析股票未来的走势要有很多方面： 1.
政策面：决定大市的走势很多时候来自于政策。
这往往是一段时期股市走好走坏的基础。
从国内股市十几年的走势来看，大牛市和大熊市都因政策面而起。
所以理性看政策面到向决定了未来大盘的运行格局。
2. 个股基本面：每股收益，成长性，市盈率。
题材都属于基本面的信息。
选择一个好股很重要。
要选好股，光看股票软件里的个股信息是不够的，那些信息其实知道用股票分析软
件的投资者都会看，那些是没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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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家都知道。
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一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除了那些，报表分析还有行业分析就更关键了。
这些信息可以在网上从该公司所处行业国家相关行业排名以及公司在所在城市上交
利税的情况。
选一个好的股票，选一个好的买点为未来股票走势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3. 盘面：个股每天的成交量，换手，一个时段的换手，盘中大单出现情况都是跟踪
的信息。
其实看盘，主要看主力动向，每一个庄的性格都不一样，有些喜欢尾盘拉升，有些
喜欢连续上拉，有些喜欢折磨散户的，都可以在盘中分析出来的，关键是自己要仔
细。
4. 技术分析面：综合各种指标。
所谓的均线，MACD，RSI。
支撑位，压力位，这些辅助方法综合运用。
5. 心理面：这是很重要的，股票几个永远是散户和庄家的博弈。
所以分析散户和庄家的心理也很重要。
在一个相对的股价位置，要多从心理面去分析。
例如涨多了，主力会不会出货。
散户会不会追涨。
还有就是一般在下跌时总是前期涨的多的股票跌的快，那是因为获利盘太多，一有
风吹草动就会引发获利盘涌出。
在大盘下跌时抗跌的往往是主力很强的股票，因为散户跌时杀跌，涨时追涨是共性
。
很多股票涨起来慢，跌起来快，那是典型的散户型股票，就不要碰。
总之你要进可能揣摩主力心理和它站在一边，你才能与庄共舞。

八、炒股刚开始要怎么买，去哪里买？

要先开股票帐户(带上身份证去证券营业部，90元)，关联银行帐户，往里面存钱，
就可以通过电话委托或去证券营业部或在网上交易了，在网上交易的比较多.电脑
，能上网，下载开户的证券公司的交易软件就可以通过网络交易. 你要是想听朋友
推荐或电视里推荐之类的买卖股票，只要学会用交易软件就可以了.因为用不着学
复杂图形什么的.要想学分析指标图形，学些技术分析之类的 推荐你款简单好学的
分析软件，让你轻松找到牛股.周末有教学活动，让你掌握更多的软件技巧来选出
好股. 软件图形详细介绍(附图说明)和行情分析教学活动，详细地址 ：
*：//blog.sina*.cn/bjsnkj 注：建议新手用少量资金炒，因为模拟用的虚拟资金，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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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不会认真对待.实盘才能让你更快的学会更多东西.

九、买股票要到哪里去?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建议还是先学些系统的股票知识，再入市。
股票对应最小单位是1手，1手100股。
如股票价格5块，那么500就可以买了。
买之前需在证券商开股票户，还需要再银行开存管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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