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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占家庭财产的比例是多少⋯炒股票赚钱的人和赔钱的
人比例是多少？-股识吧

一、家庭股票投资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才合理

这要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操作方式。
风险承受力小的建议不超过30%，敢于冒险的可以在70%以上。
操作上，在大盘不好时控制在20-30%，大盘好的时候可以全仓进入。

二、农民人是否合适玩股票，要是可以能投入家庭财产多少？

可以买点来放长线，不适合短期投资

三、个人资产在股市当中一般占有多少份额？超过多少个人资产
进入股市会存在哪些问题出现？

股市是风险投资，在资产配置里不要超过百分之五十。
合理配置是，银行有点存款，作为应急和日常开销，保险配置一些，俗话说得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资产配置合理，日子过得会越来越好。

四、马云持股比例为7.8%，个人财产多少

以上市首日（9月21日）收盘价计算，阿里巴巴市值2413亿美元，上市后持股比8.9
%，那么按照这个市值计算的话，马云身价是214.76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1315.73
亿美元。
不过股价和汇率都会随着市场状况变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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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理分配理财投资，股票分多少比例

看你的理财途径了，一般是总理财资金不超过总资产的30%。
而如果你是偏向于股票理财的话，股票可以配置多一些50-60%。
其余的可以配置30-40%的期货资金，剩余20%左右可以选择一些银行的存单定投。

六、家庭股票投资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才合理

总资产的30%以下

七、买股票应该占存款比例的多少

这要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操作方式。
风险承受力小的建议不超过30%，敢于冒险的可以在70%以上。
操作上，在大盘不好时控制在20-30%，大盘好的时候可以全仓进入。

八、总资产多少放入股市比较合适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理财习惯，都是把所有钱存在余额宝里，资产以万份收益一块多
的速度缓慢增长。
其实在两分钟金融看来，这种投资理财观念太保守了！就像已逝的谢百三教授曾经
讲过的，炒股可能会亏损，但不炒股可能穷一辈子。
当然，这里不是鼓励大家炒股，毕竟两分钟金融自己都被套着！只是想说，在家庭
总资产中，适当配置一些股票等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是有必要的。
至于具体配置的合理比例，也是今天要科普的一个实用定律——80定律。
它是指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占家庭总资产的合理比重，不高于80减去你的年龄。
比如你今年30岁，股票可占总资产的50%，这个风险也是这个年纪能承受的，而到
了50岁，则要降到30%。
当然，在实际运用80定律的时候，要活学活用，避免四个误区。
1、总资产中，如果房产占了比较高的比例，那么80定律就未必适合你；
2、不能把定律当真理，死板按照（80减去年龄）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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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顾家庭实际情况，明明可以多投资一些在股市，却放不开；
4、不要忽视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明明偏好低风险，却硬着投资要投资股市。
80定律真正传达的是年龄与风险投资的关系，年轻时比较激进，要能承受较高风险
，而随着年龄增大，则转向对本金保值的要求。

九、炒股票赚钱的人和赔钱的人比例是多少？

七赔二平一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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