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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建议上班族炒股_上班族真的不能买股票吗-
股识吧

一、我是中等收入，月薪就5000元，适合买基金、股票吗？

是投资就会有风险，无论是投资股票还是基金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所以如果要选择投资，一定要做好投资的思想准备以后再选择是否投资股票或者基
金。
对于无暇打理自己资金的上班族还是建议选择定投基金较好。
因为定投基金是一次签约，即可让钱长期自动的工作，省心省力、安全方便。
选择目前相对较低的位置开始定投，长期下去，即可有效摊低投资成本、降低投资
风险，会有一定的收益的。
可以根据自己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选择不同的基金品种投资定投或者组合定投。

二、上班族真的不能买股票吗

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上班族对于炒短线的时间有冲突上班的时候很难一直盯着盘
面的嘛

三、我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现在很多朋友都在炒股炒资金，可
我觉得风险有点大，不知道怎样理财？

如果想通过股票来理财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拿出自已很小的一部分积蓄，（不影
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到证券公司开户，按照你的理解，或者是你得到的信息来操作
，你操作之前肯定有个期望，你实际操作后看得到的结果是否和你的期望一致?最
好多次验证，在这个过程中，要记住一点：千万不要追加投资。
另外多体会一下股市的波动幅度对自己心理造成的影响，你就会很深刻的理解：什
么是风险，什么是收益？什么是高风险?什么是高收益？

四、职业炒股 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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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多数进去股市的人都会被吸引的欲罢不能，感觉充满了理想，感觉成功触
手可及，感觉假如拥有一套必杀的技术一年赚上数倍，再复利增长几年，什么理想
都能实现，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股市中想成功比任何行业付出的都不会少，中国的股
市和全世界的股市相比钱并不好赚，2006以后的这些年来我一直渴望在股市获得成
功，每天基本上都工作十几个小时去学习证券，研究各种方法技巧，之前曾经大幅
亏损过，亏掉了数个账户，深深的感受到做职业股民并不容易，当然后来也在小机
构做过操盘手的工作，从我的视野来奉劝您：假如你现在在非常努力的情况下，不
赚钱能够扛过二年以上，那你可以考虑以职业股民，操盘手为目标，因为非常努力
想在股市成功需要两年以上时间希望我的建议能够帮助到你

五、为什么普通人不适合进股市

股市俗称二级市场。
普通人进入股市，身份就为成为股民，股民进入股市就是为了赚钱。
由于股市投机性太高。
如果是做长线投资，那么任何人都适合做股市。
如果谋求短线高利益，那么也会伴随高风险。
这就需要较强的金融专业知识和技术理念。
这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比较困难。
股市也分牛熊二市，牛市就不说了，怎么买怎么赚。
但是熊市亏钱的就会远远大于赚钱的。
熊市风险大于牛市赚钱效应，所以进入股市，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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