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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不配股就赔钱|为什么有人买股票会亏到破产
？股票不是一直持有不卖出去就不会有盈亏吗？请问股票
是怎样计算盈亏的？-股识吧

一、为什么我炒股不赔钱，因为我从来不割肉，没有盈利

你是打长线，打长线只要不选错，一般不赔。
选错，除非大错，小错也一般不赔，握几年就能涨回来。
赔钱的是打短线的，最赔钱的是，本来要打短线，但是套牢以后变成长线，所以心
术不正。
这个股不能打长线，就是打短线，打长线能赔死，买错了立刻割肉，

二、中国股东现在为什么不喜欢配股了

配股太坑人，表现有二：1.配股相当于强制性要求老股东再出钱认购公司股份，不
认购股价除权后就要吃亏。
2.很多投资者买了股票后因为各种原因很少去看，而此时公司公布一个配股方案，
投资者又不知道，最终很多没配成而白白损失了除权后的价差。

三、为什么股票要补仓，不补仓会怎样

1、所有的补仓操作都是针对你确信会有上涨才会去执行的。
2、补仓的前提是之前没有满仓，不推荐用日常生活费补仓：因为那个钱只能短线
进来搞一搞3、但凡说到补仓的肯定是有明确的炒股计划的：比如认为股指到2000
点就是低点，结果股指一下子跌破2000点了，可是看看又认为跌破2000点是不理性
的，于是在1900点或者1800点补仓摊低平均成本。
（一般跌幅在5%之内没必要补仓的）然后在中期趋势改变之前，一般建议割肉而
非补仓，因为补仓赌博反弹如果不准确会有更多的套牢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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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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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什么股票套牢后，买入补仓摊低成本再卖出想赚差价却陪
钱了，而且成本又回到差不多原来的位置？我是T+1买入又卖出
的，要是T+0呢？（问题很复杂，见详细描述。请有能力的高手
回答！谢谢，必有重赏！）

股票是不可能用T+0的交易制度的，它是T+1，也就是说你今天买了，只有明天才
能卖掉。
一般我做的话我可以计算出我的手续费，就是买进来我会少5块钱，卖出去是7块钱
，我算了佣金应该是千三，然后加上卖出去的印花税千一，过户税一般是千三。

五、为什么有人买股票会亏到破产？股票不是一直持有不卖出去
就不会有盈亏吗？请问股票是怎样计算盈亏的？

在国内，如果你只是拿自己的钱去炒股，那么最多也就是把投入股市的赔光了，不
会再倒贴。
但是再国外很多市场，买卖股票是可以透支的，可以买空卖空。
所谓透支，就是证券交易机构按照你入市的资金额度再融一部分钱给你（这是合法
的，但是再国内是被禁止的），比如按照1：1的比例给你融资，那么只要股票下跌
50％以上，你不但培光了自己的钱，还会欠钱了。
以前国内一些大户经常出现股市大跌时一夜破产甚至跳楼，就是因为证券机构违规
贷款给这些大户，而当股票大跌时，证券机构会强行平仓，这样就可能出现你所说
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以个人身份去买股票，7元一股，买一千股，用了7000元，跌了1
0%，那应该只亏了700。
即使跌到100%，也只不过是输了7000元。

六、为什么股票套牢后，买入补仓摊低成本再卖出想赚差价却陪
钱了，而且成本又回到差不多原来的位置？我是T+1买入又卖出
的，要是T+0呢？（问题很复杂，见详细描述。请有能力的高手
回答！谢谢，必有重赏！）

股票是不可能用T+0的交易制度的，它是T+1，也就是说你今天买了，只有明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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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卖掉。
一般我做的话我可以计算出我的手续费，就是买进来我会少5块钱，卖出去是7块钱
，我算了佣金应该是千三，然后加上卖出去的印花税千一，过户税一般是千三。

七、为什么有人买股票会亏到破产？股票不是一直持有不卖出去
就不会有盈亏吗？请问股票是怎样计算盈亏的？

在国内，如果你只是拿自己的钱去炒股，那么最多也就是把投入股市的赔光了，不
会再倒贴。
但是再国外很多市场，买卖股票是可以透支的，可以买空卖空。
所谓透支，就是证券交易机构按照你入市的资金额度再融一部分钱给你（这是合法
的，但是再国内是被禁止的），比如按照1：1的比例给你融资，那么只要股票下跌
50％以上，你不但培光了自己的钱，还会欠钱了。
以前国内一些大户经常出现股市大跌时一夜破产甚至跳楼，就是因为证券机构违规
贷款给这些大户，而当股票大跌时，证券机构会强行平仓，这样就可能出现你所说
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以个人身份去买股票，7元一股，买一千股，用了7000元，跌了1
0%，那应该只亏了700。
即使跌到100%，也只不过是输了7000元。

八、为什么散户炒股大多数最后都是亏钱

1、喜欢抄底，尤其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股票。
看到自己的成本比别人都低，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
却没有想到，一个股票既然已创出了历史新低，那么很可能还会有很多新低出现，
甚至用不了几个月你的股票就被腰斩了。
抄底抄底，最后抄死自己。
2、不愿止损。
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很多，有的散户见一次止损后没几天股价又涨了回来，下次就
抱有侥幸心理不再止损，这是不行的。
3、不敢追高，许多散户都有恐高症，认为股价已经涨上去了，再去追涨被套住了
怎么办？其实股价的涨跌与价位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在于“势”，在上
涨趋势形成后介入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且短期内获利很大，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判断
上升趋势是否已经形成，这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在大牛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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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创出新高的股票是好股票，而在弱市中，这往往是多头陷阱。
对趋势的判断能力是衡量炒手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4、不敢追龙头股，一个股票开始上涨时，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龙头，等大家知道
它是龙头时，已经有一定的涨幅了。
这时散户往往不敢再跟进，而是买一个涨幅很小的跟风股，以为可以稳健获利，没
想到这跟风股涨时慢涨，跌时却领跌，结果弄了半天，什么也没捞到。
5，喜欢预测大盘，除了极少数情况下次日大盘必涨外，短线大盘的走势其实是不
可预测的。
这也就说，平日里我们散户关注的机构测市等节目并没有多大意义。
6、持股数目太多，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自己选股的方法，炒股靠别人推荐。
今天听朋友说这个股票好，明天看电视说那个股也好，结果一下就拿了十多只股票
，搞得自己手忙脚乱。
7、对主力的操盘方法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炒股就像盲人摸象，毫无章法，运气
好时也能赢两把，运气不好了就一败涂地。
8、不愿放过每一个机会，看见大盘涨了一点就急忙杀入，根本不清楚自己能有几
成胜算，结果一下又被套住了，其实这是由于水平低下，缺乏自信所致，如果你能
有几套适用于不同环境市场的赢利模式，那么不管大盘涨，跌还是盘整，你都有稳
健的获利办法，你就能从容不迫的等待上升趋势形成后再介入，把风险降到最低。
9、不能区分牛市和熊市的操作方法，散户们总是抱有多头思维，总是想着第二天
要涨，这种思维让大家在01年后的大熊中吃够了苦头。

九、中国股东现在为什么不喜欢配股了

配股太坑人，表现有二：1.配股相当于强制性要求老股东再出钱认购公司股份，不
认购股价除权后就要吃亏。
2.很多投资者买了股票后因为各种原因很少去看，而此时公司公布一个配股方案，
投资者又不知道，最终很多没配成而白白损失了除权后的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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