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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买股票：什么样的人适合炒股票-股识吧

一、中国炒股最牛的人都有哪些?

在国内炒股最厉害的应该是以下几位：1、杨百万：原名杨怀定，人称“中国第一
股民”。
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
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炽手可热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
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跃于证券市场。
2、李小山：异常低调的股市超级大牛，曾任国内某大证券公司的第一操盘手。
因为其过于低调，很多普股大众都不知有此高手。
但是其名声在金融圈绝对赫赫有名。
据中信证券的一个朋友说，由于公司高层意见不合，小山兄已离职单飞。
现在靠自己在股市的摸爬滚打，身价已超过数十亿。
其投资理论非常务实，应该是最接地气的投资高手了。
3、叶荣添：股市“叶荣添”，新浪博客名博主，山东创世纪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全球最年轻的基金董事长，真名胡斌，1986年出生，曾就读于昆明学院
。
自2008年起，以1999年的TVB商战剧《创世纪》的主角“叶荣添”为名，预测股市
行情。
4、李大霄：李大霄拥有深圳1号股东代码，也是最早参与投资股票的股民，在挂了
将近五年的股民身份之后，大概从1997年开始，才正式进入东莞证券公司，成为一
名股市研究者。
从参与炒股到进入证券公司从事证券研究，从证券“草根”到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职
位。
5、徐小明：主要吸引股民的地方就在于他提供的盘中同步分析精辟、准确。
而截至2013年4月，徐小明的博客点击量高达21亿次以上，目前在新浪博客中高居
第一，远远超过韩寒和徐静蕾的博客。
他在博客中记录的盘中同步分析提示以及每天的操作策略，对热衷于股票的趋势炒
作的股民有借鉴意义；
尤其是大盘见顶暴跌后的反弹，徐小明对反弹阻力位的预测和反弹见顶出逃时机的
把握有着独到的见解。
还望采纳~

二、我国有多少人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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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尽管周一的开户数据尚未公布，但截止到上周五，沪深股市账户总数已经
达到9981.9万户，距离1亿户大关仅有18.1万户。
而从中登公司的数据显示，从4月13日以来，日新开户数基本都保持在35万的水平
上，其中的最低数都在28万户以上，因此截止到昨天为止，沪深两市证券账户总数
已经突破1亿户大关。
平安证券的李先明认为，尽管从账户数据看，1亿户的账户总数，确实占全国家庭
户数的比重很大。
但是，这1亿户的账户数据，其实水分不少。
首先，登记结算公司披露的账户总数，包括A股沪市、A股深市、B股沪市、B股深
市，以及基金账户，此外还有机构账户。
而就普通个人投资者而言，往往一个人同时开立沪深两个账户，还有部分投资者同
时开立A股、B股和基金账户。
此外，目前的证券账户中，还有不少账户是在不规范情况下开立的所谓“拖拉机”
账户。
因此，这样以来，实际上真正投入到股市中的个人，可能不足5000万。
而就在这5000万账户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交易的休眠账户，活跃的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
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也提到，在当前9000多万的开户数中，大约3500万是
长年未动的死账户，只有6000万左右的活跃账户。
由于这个开户数涉及到沪深两市，这一数据显示，只有3000多万的活跃交易者

三、什么样的人适合炒股票

虽然人人都可以炒股，但确实不是人人都适合炒股。
从炒股的成功者来分析最适合炒股的人如巴菲特、索罗斯、彼得林奇，他们都有许
多共同的特点：冷静、执着、睿智、理性。
他们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每一只买入的个股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
对比我们大多数股友，都是未经过深入分析就草率买入，有的甚至是追涨买入，他
们往往是“狙击手”，而我们大多是乱扫射。
他们以“价值”来衡量股价，往往能在较低的价位买入，并一路持有，获取50%以
上的利润；
而我们则根据“走势”买入，热衷于吃短差，心态上容易形成“抓了怕跌放了怕飞
”。
他们大都是从长远、长线出发买入反而获得高额利润，我们总是想做短线，结果被
套反而变成做长线。
因此理智、冷静、执着、耐心的人适合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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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懂的告诉我，股市里，主要都有哪几类人去买股票

展开全部当今买股票的主要徘徊在傻a和傻c之间的那帮人

五、玩股票的人都是什么人

一、股票理财适合哪些人股票这个行业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个行业，虽然其进入的
门槛非常低，但是要学精做好，战胜市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一般来说，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的人比较适合进行股票投资：一、年轻，这是最大的
资本，身体健朗才能更好的为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去努力，其次就是，年轻人对新鲜
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
反之，年老体弱有疾病的人就不适合了。
二、思维能力强，心理承受能力强。
股市本身的性质就是博弈，充满了数字，指标，还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同时还需要
考虑行情，目标位，止损位，仓位等等，充满着运算和选择，所以思维能力强的人
会比较有优势。
三、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洞察能力，且善于分析。
股市是一所永远不会毕业的学校，涉及知识面多，涉及的专业广，市场都没有停止
改变，你怎么能停下学习的脚步呢！四、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和空闲资金。
股市没有常胜将军，万一操作失利，也不可影响生活质量。
不可用借来的钱或短时间内需要用的钱投资股市。
要盯盘，要学习，要交流，要了解新闻资讯等等，没有充足的时间，怎么能完成呢
？五、掌握较为系统全面的基础知识。
股市操作有很多指标，K线组合，分时图，均线系统，各种理论。
这些东西，不学不行。
这就相当于是理论基础，必须加上大量的实盘操作，才能将这些熟练贯彻在自己的
日常操作中。
�

六、中国炒股最牛的人都有哪些?

在国内炒股最厉害的应该是以下几位：1、杨百万：原名杨怀定，人称“中国第一
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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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
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炽手可热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
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跃于证券市场。
2、李小山：异常低调的股市超级大牛，曾任国内某大证券公司的第一操盘手。
因为其过于低调，很多普股大众都不知有此高手。
但是其名声在金融圈绝对赫赫有名。
据中信证券的一个朋友说，由于公司高层意见不合，小山兄已离职单飞。
现在靠自己在股市的摸爬滚打，身价已超过数十亿。
其投资理论非常务实，应该是最接地气的投资高手了。
3、叶荣添：股市“叶荣添”，新浪博客名博主，山东创世纪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全球最年轻的基金董事长，真名胡斌，1986年出生，曾就读于昆明学院
。
自2008年起，以1999年的TVB商战剧《创世纪》的主角“叶荣添”为名，预测股市
行情。
4、李大霄：李大霄拥有深圳1号股东代码，也是最早参与投资股票的股民，在挂了
将近五年的股民身份之后，大概从1997年开始，才正式进入东莞证券公司，成为一
名股市研究者。
从参与炒股到进入证券公司从事证券研究，从证券“草根”到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职
位。
5、徐小明：主要吸引股民的地方就在于他提供的盘中同步分析精辟、准确。
而截至2013年4月，徐小明的博客点击量高达21亿次以上，目前在新浪博客中高居
第一，远远超过韩寒和徐静蕾的博客。
他在博客中记录的盘中同步分析提示以及每天的操作策略，对热衷于股票的趋势炒
作的股民有借鉴意义；
尤其是大盘见顶暴跌后的反弹，徐小明对反弹阻力位的预测和反弹见顶出逃时机的
把握有着独到的见解。
还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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