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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只股票散户一直不卖－如果我拥有一个公司的股票
一万股，我即不买也不卖，结果会怎样？-股识吧

一、所拥有的股票可不可以一直持有而不买卖

1、所拥有的股票是可以一直持有而不买卖的，国家没有规定股民必须买卖。
购股票的当天不能卖出，除此以外在何时卖出由你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定。
2、股票是股份公司资本的构成部分，可以转让、买卖或作价抵押，是资本市场的
主要长期信用工具，但不能要求公司返还其出资。
股票是股份公司发行的所有权凭证，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
持股凭证并借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
每股股票都代表股东对企业拥有一个基本单位的所有权。
每支股票背后都有一家上市公司。
同时，每家上市公司都会发行股票的。

二、我的股票怎么总卖不出去?

展开全部你现在应该卖出去了吧， 举个例子，
你想卖2.5，别人出价2.4或者2.6都买不到你的股票的。
只有买的人刚好出你的价格，你才能卖出去。

三、假如我买入一家企业的股票不卖出，靠股息过生活可以吗？

展开全部你好，现在比较靠谱的连续时间长的高分红率企业就是银行 ，一般分红
率在3%—5%之间，如果银行能维持过去近10年的分红率，有200万股票，靠分红基
本上一年6—10万元股息，基本生活费是没问题。
其他企业就没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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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我拥有一个公司的股票一万股，我即不买也不卖，结果
会怎样？

不怎么样从长期看，如果公司是好公司，那你的股票就会不断增值，如果公司是烂
公司股票就会不断贬值，直到公司破产，股票变废纸

五、如果一股票操作软件里，买了一支股票后，但是很久都没有
进行卖出，那些股票还会继续存留在那软件账户里吗？

六、如果大家都不卖，股价会怎样

这个问题有趣。
你先说说，假如人都不吃大米了，那可咋办？那是不是就没有人生产稻谷了，是不
是卖米的人都会断炊，都会失业呢？大米不是每个人都得吃，有一部分人吃就行了
。
大米在生活中的地位是由人类长期的选择确定下来的。
反对把钱存入银行，是因为风险投资钱来得快，可是，风险投资钱去得更快，谁来
为风险投资的损失买单？谁来为劳苦大众的未来买单？再说，银行的钱全部是老百
姓存进去的？如果老百姓将存款全部存了银行就会空就会垮掉？呵呵，老百姓只是
散户，银行靠的是机构大户，靠的是庄家。
补充：很天真的想法，就跟小时候我想，地球是圆的，那我拿长长的一根杆子一直
往下面捅，可以钻到地球的背面去。
假想中，这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建议，去学点金融基础知识吧。
学学银行是怎么产生的，银行是怎么赚钱的，银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
学过后，就不会再有这种想法，就不会想人类要是返祖，再回到类人猿后会发生些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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