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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人股票不赚钱|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股市里赚不
到钱-股识吧

一、股票。为什么我总是赚不到钱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发展过程！我是前几年进的，当时和你差不多，买什么跌什
么，卖啥长啥。
而且还买了一些软件，不过当时是在大学时炒炒，总共亏了有50％左右，就没炒了
。
而是静下心来关注于股市两年，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总会亏，所以在炒了半年
之后，也就一直处在观察股市动态了，学着看看k线走势图，寻找一些可行的规律
，再就是学一些技术分析。
比如哪里为下跌形态，到了哪个位置需要止损或是上涨将会有阻力等等。
也试着分析曾经犯下的错误理念与思想，这个一个比较漫长的反醒，相当长的时间
里我都在反思自己。
让我现在说股市，我也不好说出一二来的。
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些庄家，或者说是机构吧，可以说个个都是心理专家。
想常人所想，做常人不敢做的事。
这便是庄家的操盘一般思路。
当然，这是在大盘整体很好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这么去判断的思路。
如果你是新股民的话，一般情况下会犯点小错误，比如买涨不买阴，卖阴不卖阳。
不能坚守如一，总是不停的反思自己选股的错误之处，造成出现卖盘，然后股涨。
终归来说，这些都是机构的把戏。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死守。
涨一两天就跑，跌两三天或三四天就进。
总是思路很多，多在于自己的心态，不要太贪婪最安全。

二、为什么大多数人买股票不赚钱

拉高吸引散户，突然下杀制造套牢盘套住散户，然后慢慢盘整或者盘跌，让被套牢
的散户失去耐心，在低点割肉，再吸收筹码足够后，迅速拉升股价脱离成本区，然
后开始盘整，因为有强势拉升之后盘整又不跌，之前拉升太快，散户不敢买入，现
在盘整上上下下，散户开始敢买，随即再迅速拉升，让这一段盘整买入的散户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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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买对了，通常这就是股票上涨第三波的主升段。
然后再进入盘整，这里盘整的目的，是吸引新的散户买入，而因为修正幅度又不大
，之前买入的散户也不会卖出。
等买入的散户足够多，主力就会迅速的开始第五波末升段的拉升。
这里买入的散户也会和之前的散户一样，产生买对了的错觉。
于是主力在这里就开始边拉边出，因为这里的涨升不像第三波那样连续，所以在拉
的过程还会不断有散户追入。
等到主力持股出脱大半，就会开始迅速下杀股价，而之前买入的股民散户因为之前
震荡后又涨的经验，就不会卖出。
等到发现股价持续下跌到一个恐怖的位置。
散户就会开始恐慌杀跌，这时候主力又会进场快速拉升。
比如去年3373那一段，让散户以为牛市又开始，但实际这里只是ABC下杀的B波反
弹，是主力给散户错误信心的做法。
于是散户又被骗了。
于是，主力又会快速下杀出清筹码散户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被割韭菜。
要想转变去学习正确的技术面筹码面知识制定严格的止盈止损纪律
利用学会的东西建立一套高成功率的交易系统当你能长期保持小赚+小赔+大赚
自信自然就有了但是记得 只小赔 依靠的就是止损策略的严格执行买入就跌
或者买入3天不涨 代表你分析的错误
错了就要认记住学知识不是百度出来的那些大路货色而是能拉出来在行情中实证
验证 成功率在七成以上的技术分析方法举个例子阳线吞噬 就是阳包阴
无论你在哪里找的知识 都会告诉你后市看多吧但在A股二十年的统计中
阳线吞噬之后的走势 涨跌对半的概率 那么这种技术分析有用么？更不要说
如果一段上涨后出现的阳线吞噬 叫做双人殉情 后市七成要下跌
比如2638之后出现的那2次 和1月9日3147那一次相反的例子是贯穿线
后市上涨的概率超过七成 你看看创业板这几个月出现的三次贯穿线
是不是每次都出现短线反弹？ 包括这次1月17日的这还只是K线 还有成交量 筹码面
形态等等综合知识去研判的方法

三、为什么大多数人炒股不赚钱

炒股和投资有着极大的差别，前者可以形象比喻成赌博，后者可以看成是理财。
你试着拿五六千去赌场试一下，在赌场出入一年，你就知道为什么炒股会输了

四、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股票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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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是有时候能赚钱 有时候就不赚钱 大多散户 都不懂得 什么时候该做股票
什么时候应该空仓 所以 散户买股票的时候大都是错的 或者 明明知道是错的
也因为贪心去买股票 存在侥幸心理所以 钱买了股票 而股票下跌 所以赔钱
然后到真正可以买股票的时候 大多散户又没有钱来投资又想赚会来钱 所以会割肉
割肉就赔钱 然后买股票 然后赚钱再到不该买股票的时候 还是会去买股票 周而复始
所以 很多人都说 股票不赚钱 因为他们操作有问题 过不了心理的关 贪念 谁能戒掉
谁就是赢家如果还有疑问 可以追问我 希望 对您有所帮助

五、我为什么炒股，老是不挣钱！！

时间不对，炒股票如种菜，时间不对，夏天种小麦，烂地里了。
只有大盘上涨才能赚。
持续上涨持续赚，不涨不赚。
个股，如果碰对了一只重组股是有可能赚的。

六、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股市里赚不到钱

因为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都是想着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不愿意沉下心来研究学习，
只想不断买卖，贪婪、恐惧一直困扰着，涨了怕盈利回吐，跌了怕深套，不涨不跌
又着急。
这种状态能赚到钱，就奇了怪了。

七、为什么炒股那么多人亏钱？

中国散户炒股，大多是亏损的，原因当然有大机构的打压和控制，但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大部分散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投资者，而是投机者，他们并不是根据理
性而系统的理论思想在投资，而是根据猜想，或是跟风等方式进行投资，容易被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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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什么有些聪明人炒股反而不赚钱

1、股市里流传这么一句话：七赔二平一赚。
但中国股市里，能赚钱的散户不会超过5％希望打算新入市的兄弟姐妹们能仔细思
量一下，自己凭什么进入这5％的队伍。
2、对股市新手学习的建议第一步：了解证券市场最基础的知识和规则（证券从业
资格考试中，基础和交易两科，基本就能解决这一步）第二步：学习投资分析传统
的经典理论和方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中，投资分析科目，能初步满足这步的要求
，另外还有些股市投资分析类的经典书籍，要看看）第三步：在前两步基础上，对
股市投资产生自己的认识，对股价变动的原因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理论第四步：在自
己对证券市场认识和理解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工具体系以及交易规则
3、上述过程中，去游侠股市开个股票模拟账户做模拟操作，或者用极少量极少量
的钱谨慎操作，这样理论结合实际效果会更好些。
4、股市上的绝大多数人希望直接把别人的方法拿来用，希望找到个神奇的软件或
指标来帮助自己赚钱。
这种思维是典型的以为找到屠龙宝刀就能威震江湖了，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深厚内
力和高超技艺来驾驭，屠龙宝刀比菜刀的用处多不到哪里去。
努力提升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想在股市有所造诣之人的唯一途径。

九、为什么大多数人买股票不赚钱

因为任何行业都需要三个素质。
一是专业知识，二是长期的从业经验，三是适合这个行业的人格特质和思维习惯。
三个因素缺一个，都很难取得收益。
您看看大多数买股票的人有几个具备这些素质的？买股票需要掌握经济分析、财会
、经营、营销、估值等知识；
需要长期的投资经历；
最后还需要独立的人格，相当深沉的哲学思考等个人素质。
您看看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多数人赚不到钱很正常。
其实要是留心的话，您能观察到任何行业成功的人都很少，和买股票的结果一模一
样。
原因都是这个！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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