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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的成本是负，股票成本价是负数的一系列问题
，望高手耐心解答-股识吧

一、股票盈亏成本价为负值是什么

例如：一元一股买了5000股，涨到二元时卖出4000股，剩余的1000股的盈亏成本就
是负数了，大概负3元不到（因为里面还要扣除其他印花税等等费用），还有一种
情况就是送过股以后又涨到比买入价高时卖出一定数量也会出现盈亏成本为负数

二、前些年买的股票格力电器的 成本价是负数 什么意思？

说明利润在100%以上，超过了原来的本金。

三、股票成本价是负数的一系列问题，望高手耐心解答

成本价仅对这只股票有意义，这个负数表示，即使你这500股跌到每股1毛钱，也是
高于你的成本价，在这支股票上，你是不输钱的。
如果股票涨到10.9元
你在这支股票上的成本价不会变，但是在这支股票的总盈利会变成10050元。

四、股票当前成本为负数是怎么回事？

一、原因是某股票部分卖出已经把所有成本都收回了并且赚了，以至于该股票剩下
部分的成本是负数，这样就会产生：
股票卖出后浮动盈亏是正的，而盈亏比例是负的情况。
二、计算方法：（1）计算浮动盈亏。
就是结算机构根据当日交易的结算价，计算出会员未平仓合约的浮动盈亏，确定未
平仓合约应付保证金数额。
浮动盈亏的计算方法是：浮动盈亏＝（当天结算价－开仓价格）×持仓量×合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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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手续费。
（2）计算实际盈亏。
平仓实现的盈亏称为实际盈亏。
期货交易中绝大部分的合约是通过平仓方式了结的。
多头实际盈亏的计算方法是：盈/亏＝（平仓价－买入价）×持仓量×合约单位－
手续费空头盈亏的计算方法是：盈/亏＝（卖出价－平仓价）×持仓量×合约单位
－手续费当投资者股票获利后进行减仓，会导致投资者的股票成本价格下降。
如果买卖差价较大或者减仓幅度较大，那么有可能使投资者的股票成本价格下降到
负数。
股票成本为负数就表示股票处于零风险，大大的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但是，由于投资者降低仓位，后续股票上涨的利润就会减少。
减仓剩余股票的成本价=（所有买入股票的成交金额+所有买卖交易手续费-
减仓卖出股票的成交金额）÷剩余的股票数量。
因此，如果投资者买入股票的金额为10000元，买卖手续费是2元，减持卖出股票的
金额为12000元，股票剩余的数量1000股。
那么，股票的剩余成本价=（10000+2-12000）÷1000=-2左右，股票的每股成本就下
降到负2左右。
通常情况下，投资者获利后股票减仓数额较大、股票盈利幅度较大，使股票的每股
成本下降到负数的概率越高。

五、股票成本价是负数是什么意思

负数，表示是盈利。
成本也可以是负数，比如买了1000元的股票，现在涨到1200了，然后卖出1100元的
股票，那现在这100元的股票的成本就是-100元。
是负数有三种可能：（1）最初买入的股数比较多，已经盈利卖出了大部分，留下
少部分股票，盈利部分已经被电脑自动摊薄进了的持仓股票里，如果盈利较多，成
本可能会是负数。
比如赚钱卖出股票，只留下1股（100股），那么的成本为负数一点都不奇怪。
（2）买入该股后，不断进行倒仓，倒仓所产生的利润电脑同样会摊薄进的股票成
本里，经过一段时间，成本变成负数也非常有可能。
（3）证券公司调试软件程序，有时电脑会出现比较大的错误，不过在调试完后一
般都会正常的显示。
扩展资料：股票中的成本价是用户在购入该只股票时产生的总费用。
股市买入时不收印花税，只有手续费，然后该总金额除以用户购入的股票总股数，
就是用户目前看到的成本价，现行规定是买入时,交纳手续费，卖出时，交给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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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及印花税。
交易佣金一般是买卖金额的0.1%－0.3%，每笔最低佣金5元，印花税是买卖金额的0
.1%(基金,权证免税)。
上海每千股股票要1元过户手续费（基金、权证免过户费），不足千股按千股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持仓成本价

六、股票成本如何变成负数？

低价买入，高价卖出。
这样由于高低价差产生的利润当利润足够多时，成本就变为负数了。
如1元价格买入1000股，5元时卖出800股，那么获利为4000元，这时你剩余200股的
成本就变成了200X（-x）=4000，求x=-20，即你的持股成本已变成了负20元。
即便你买的股从5元跌成了0，仍有3000元是你的前期操作所得利润，只要不清仓，
它就一直按盈利显示。

七、股票成本降低，为什么还显示亏损？

股票成本降低但还是亏损，一般是因为盈余不足以抵扣交易费用。
股票手续费一般由印花税、过户费、佣金组成的：1.印花税：成交金额的1‰，只
有卖出时收取；
2.过户费(仅上海股票收取)：每1000股收取1元，不足1000股按1元收取；
3.券商交易佣金：自由浮动，最高为成交金额的3‰，最低5元起，单笔交易佣金不
满5元按5元收取。
同时不清楚您之前是否在股票低位时进行过交易，如果是在低位进行过卖出，可能
之前的亏损更大，现在小亏损是由利润补上的。

八、股票中常常听到把成本做成负的，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赚的比股价还多，那就是吧成本做成负的了。
例如你做中石油，如果新股申购中签1000股，那么你要交16750，因为中石油发行
价是16.75，新股上市你把它卖掉，当天怎么也能买到40元，你就收回了差不多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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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这样你就赚了23250，等到中石油跌倒10元，你再买入1000股，那你要花10000，
这是你持有这1000股中石油的成本就是（16750+10000-40000）/1000=-13.25元/股，
也就是你的持股成本为每股-13.25，只要中石油还在市场上交易，那么你就是赚的
，每次分红你都相当于白捡，对于这样的股票，你完全可以一直持有并传给子孙后
代，即便那一天股票一分钱也不值了，对你也没有实质的损失。
当然，这样的做法有“机会成本”，即你失去了用这部分钱去寻求更高的收益的机
会。
把成本做成负的一般是保守型投资者的信仰，他们不愿意承担风险，喜欢通过一级
市场的申购先获取可观的收益，然后再在二级市场适时补进股票，从而达到本金不
可能损失的事实，这种策略虽然效率未必很高，但是相当稳健。
当然，短线高手也可用频繁在二级市场波段操作，或者仓位调整法（charly 说的方
法）操作，达到对某只股票的负成本持有，这个需要相当的技巧和一定的运气，具
体操作起来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有上述的负成本都仅指资金成本而言，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

九、我的股票成本价变成负数是怎么回事啊？？

负数，表示是盈利。
成本价计算方法：买进费用：
1.佣金0.2%-0.3%，根据你的证券公司决定，但是拥挤最低收取标准是5元。
比如你买了1000元股票，实际佣金应该是3元，但是不到5元都按照5元收取
2.过户费（仅仅限于沪市）。
每一千股收取1元，就是说你买卖一千股都要交1元 3.通讯费。
上海，深圳本地交易收取1元，其他地区收取5元 卖出费用： 1.印花税0.1%
2.佣金0.2%-0.3%，根据你的证券公司决定，但是拥挤最低收取标准是5元。
比如你买了1000元股票，实际佣金应该是3元，但是不到5元都按照5元收取
3.过户费（仅仅限于沪市）。
每一千股收取1元，就是说你买卖一千股都要交1元 4.通讯费。
上海，深圳本地交易收取1元，其他地区收取5元
如果是第一次买股票，就是股票价格再加上上述费用，就是成本价。

参考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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