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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如何赔钱！处于牛市基金为什么会赔钱-股识吧

一、处于牛市基金为什么会赔钱

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牛市一般再烂的基金都会跟着涨点，牛市还赔钱要嘛你
频繁操作，基金短期买卖的话手续费是很高的；
要嘛你买错全市场最差的那几只基金，不然一般不可能出现 。

二、牛市炒股也能亏钱，我该如何理财？

根据你的要求，结合我多年的投资经验，我的建议是可以参与基金定投，每个月投
入200到几千块钱，坚持长期投资，就能有效降低风险平摊成本，小积累、大财富
，以后结婚、买房、买车都能用上。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建议到工行办理“基智定投”，选择性大，灵活性高，能根
据市场情况决定定投的多少，平抑风险的效果更好。

三、牛市散户为什么会亏本，未来散户将被牛市消灭

大牛市中几乎人人都赚钱 但就是在这种时候 什么都不懂的散户养成了
途中任何拉回 都不影响股价再创新高的习惯于是当熊市到来 跌破上升趋势线
跌破月线 季线 半年线 散户还傻傻的觉得只要时间长
一定能回本于是亏损就产生了这就是所谓的养套杀

四、牛市是散户亏钱的主要原因谁说的

牛市是屠宰场。
因为赚钱效应引起散户疯狂进入，最后在疯狂中消亡！不用谁说，这个是大家都知
道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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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问在牛市 炒股的人都在赚钱 那么到底谁在赔钱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A股票天天涨天天涨，有个人B他买在1
元的价格买进了1000股A股票（为计算方便，在计算中没有加如手续费等杂费），
那他是不是花了1000元，而A股票天天涨，涨到了10元，你说人物B赚到钱了没，很
多人会说他赚到了，起码1股他就赚了9元，其实不然，你想想，从B买进A股票到A
股票涨到10元，B有没的得到他那10元，其实他没有，换句话说在他没卖出手里的
股票钱，他是没有那现金的10000元进帐的，那现在B看自己有赚了，他把那1000股
全部卖掉，而这是人物C愿意用10元的价格买进他的股票，现在A股票继续涨，涨
到20元，C也不想继续持有股票了，这时D愿意用20的价格买进C的1000股，就这样
股票继续涨涨到30、40、50、60元，而人物继续出现E、F、G现在我们回过来计算
下他们分别赚了谁的钱B花1000元买进10000元卖出。
他赚的9000是C给他的C花10000元买进20000元卖出。
他赚的10000元是D给他的那再后面D赚E的E赚F的。
。
。
。
。
无限循环后你就应该知道在牛市中人们赚的是愿意用更高价格买他们股票的人的钱
，自己想想你就无论是牛市熊市，人们赚的都是愿意用更高价格买他们手里的股票
的人的钱而就牛市而言只要牛市在继续那谁就都不会赔钱，那牛市会永远继续吗？
不会所以在牛市结束前买进并持有股票的人就是最后赔钱的人希望这个例子可以解
除你的疑惑

六、牛市是散户亏钱的主要原因谁说的

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牛市一般再烂的基金都会跟着涨点，牛市还赔钱要嘛你
频繁操作，基金短期买卖的话手续费是很高的；
要嘛你买错全市场最差的那几只基金，不然一般不可能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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