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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散户都死在补仓上为什么散户总亏钱？-股识
吧

一、血亏后的经验总结：为什么散户炒股总是亏钱

因为亏钱的散户总是在证券市场过热的时候进场，你可以回头看看2022年2022年进
入股市到现在即便经历了股灾也没有赔钱的，但是有几个人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敢
进场，又有几个散户后一直持有！一场经济的轮回都需要几年，但大部分人都想在
最短的时间赚足够多的钱，所以很多散户赔钱是必然的

二、股票套牢为什么要补仓

股票套牢补仓的目的是拉低成本，这样你就可以早点解套，早点赚钱。
大个比方：某只股票你最初是30元买入1000股，由于市场原因股价下跌较多（假如
由于股票本身原因，你就没有必要补仓了，割肉算了），比如现在股价是10元，为
了及早解套，你又买入2000股，那么你的成本是30*1000*1.002（佣金+印花税）+20
00*10*1.002=50100元，50100/3000=16.7元如果股价回升至16.7元之上，你就能扭亏为
盈。
这就是补仓的目的。
注意，补仓是不得以为之，不能以此为乐。
一买就赚钱多好。
建议可以跟着一些实战派高手学习，可能更好一些。
可以到牛人直播上选择一些老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三、血亏后的经验总结：为什么散户炒股总是亏钱

因为亏钱的散户总是在证券市场过热的时候进场，你可以回头看看2022年2022年进
入股市到现在即便经历了股灾也没有赔钱的，但是有几个人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敢
进场，又有几个散户后一直持有！一场经济的轮回都需要几年，但大部分人都想在
最短的时间赚足够多的钱，所以很多散户赔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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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什么要补仓?什么情况下补?

投资者补仓六问操盘技巧 现在可以补仓吗？这是许多投资者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投资者应该先问自己六个问题： 一、市场整体趋势是处于
牛市、熊市，还是牛熊转换期间？如果，是处于熊市末期的调整坚决不能补仓，如
果，是处于牛市初期的调整，则可以积极补仓。
二、目前股市是否真正见底？大盘是否确实没有下跌空间？如果大盘已经企稳，可
以补仓，否则，就不能补仓。
三、手中的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或具有投机价值？是否股价已经严重背离其价值
了？如果是的，可以主动补仓，如果没有参与价值的，不宜补仓。
四、投资者手中持有股票的现价是否远低于自己当初的买入价？如果与自己的买价
相比，现在跌幅已深，可以补仓。
如果，买入后，目前套的不深，则应考虑止损或换股。
五、投资者需要补仓股票中的获利盘有多少？如果，其中蕴含较多获利盘的个股不
宜补仓，获利盘较少的可以补仓。
六、补仓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打算长期持有，想逢低建仓的，这种类型的补仓依
据目前的市场环境，应该宜缓不宜急。
如果仅仅是出于短线考虑，通过利用手中原有套牢筹码进行超短线“T＋0”式或
滚动式短线操作，获取短线快速收益的补仓，目前到可以适当参与。
当投资者能够完全回答上述六个问题后，就可以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否应该补仓
。

五、为什么散户总亏钱？

1散户的心态不好，钱都是我们的血汗钱，股票一下跌就坐不住，也就忍不住卖掉
。
2技术不行，庄家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学这个的，散户不赔钱，
那他们就赚不了钱。
3散户有时间坐在电脑钱不断的去查资料吗，公司有什么消息会告诉你们吗，内部
消息我们散户能知道吗。
4散户容易贪婪，赚了还想赚，别人赚了自己难受，所以总有被套的那一天

六、股票中补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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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购买的股票或基金，在跌破买入价之后再次购买该股票或基金的行为，叫做补仓
。
补仓的作用：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该股票，使单位成本价格下降，以期望在补仓之后
反弹抛出，将补仓所买回来的股票所赚取的利润弥补高价位股票的损失。
补仓的好处：原先高价买入的股票，由于跌得太深，难于回到原来价位，通过补仓
，股票价格无需上升到原来的高价位，就可实现平本离场。
补仓的风险：虽然补仓可以摊薄成本价，但股市难测，补仓之后可能继续下跌，将
扩大损失。
补仓的前提：（1）跌幅比较深，损失较大。
（2）预期股票即将上升或反弹。
目前我国的AB股都实行T+1交易制，就是你今天买的股票，要等到下一个交易日才
能卖出。
权证除外。

七、股票里面的补仓是什么意思？

股票套牢 补仓 斩仓是什么意思 套牢 是指进行股票交易时所遭遇的交易风险。
例如投资者预计股价将上涨，但在买进后股价却一直呈下跌趋势，这种现象称为多
头套牢。
相反，投资者预计股价将下跌，将所借股票放空卖出，但股价却一直上涨，这种现
象称为空头套牢。
所购买的股票或基金，在跌破买入价之后再次购买该股票或基金的行为，叫做补仓
。
补仓的作用：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该股票，使单位成本价格下降，以期望在补仓之后
反弹抛出，将补仓所买回来的股票所赚取的利润弥补高价位股票的损失。
补仓的好处：原先高价买入的股票，由于跌得太深，难于回到原来价位，通过补仓
，股票价格无需上升到原来的高价位，就可实现平本离场。
补仓的风险：虽然补仓可以摊薄成本价，但股市难测，补仓之后可能继续下跌，将
扩大损失。
补仓的前提：（1）跌幅比较深，损失较大。
（2）预期股票即将上升或反弹。
举例说明：1月15日，以10元买入“深发展A”10000股。
10月15日，“深发展 A”已跌至5元。
这时你预期该股将会上升或反弹，再买入10000股。
此时的买入行为就叫做“补仓”。
两笔买入的平均价为[(10*10000)+ (5*10000)]/(10000+10000)=7.5元，如果“深发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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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到7.5元或以上，通过这次的补仓，就可以全部卖出，实行平本或盈利。
如果没有后期的补仓，必须到10元才能回本。
相反，如果5元继续下跌，下降到3元，那么，补仓的股票一样亏本，将扩大损失（
5-3）*10000= 20000元。
斩仓是在开盘后或所持头寸与汇率走势相反时，为防亏损过多而采取的平盘止蚀措
施。
斩仓是外汇投资者必须首先学会的本领。
末斩仓，亏损仍然是名义上的，一旦斩仓，亏损便成为现实。
从经验上讲，斩仓会给投资者造成精神压力。
任何侥幸求胜，等待汇率回头或不服输的情绪，都会妨碍斩仓的决心，并有招致严
重亏蚀的可能. 套牢：
你买了某只股票，每股10元买入的，当然希望它上涨好赚钱。
但是不幸的是，它没有涨，而是一点一点下跌，开始的时候，你以为它会回升，所
以就没有卖出，等着。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例如过了一年，它的价格跌到了8元，这就叫套住了。
（好像被绳子套住动不了）。
你心存侥幸，还期望它涨，但是再过了一年，它的价格跌到了每股4元，你更不想
卖了，因为卖了就等于你承认失败，如果不卖，也许有一天它涨上来呢？就这样，
你在那里死等，这就叫套牢了，跟坐牢一样，没有出头之日。
补仓： 还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当这个股票跌到了每股8元的时候，你想，它可能会
涨了，于是你又买了一些。
这就是补仓。
就是增加你对该股票的买入数量。
斩仓： 还拿上面的例子说，当它跌到每股8元的时候，你已经对该股失去信心了，
于是决定把它卖掉，这就叫斩仓。
斩，有痛下决心的含义。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不要了，斩断这个另我不开心的祸根。
参考资料：*：//*yeeyii*/user1/change/archives/2007/20073610939.html

八、为什么散户总亏钱？

补仓就是在之前已经买了这个股票了，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又买进了这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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