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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难以暴富-
为什么股市根本赚不了钱,还有那么多人在操作-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市根本赚不了钱,还有那么多人在操作

1、股票是一种风险投资活动，有赚钱的机会，也有赔钱的时候。
另外，炒股赚钱与否是遵守二八定理的，也就是20%的人挣到钱，80%的人亏钱。
所以，股市赚不到钱，只是大部分人，也有少部分人是赚到钱的。
2、炒股可以赚到钱，这句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不是所有炒股的都能赚钱。
要有经济头脑，基础金融知识，还有最重要的是健康的心态，不要想着一夜暴富，
在股市中，你要是能一年暴富，那就是神级人物，因为股票基本上还是一种长期投
资。
3、在股市中，要想赚钱，想生存长久，首先要学会很多知识，积累丰富的经验，
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
不管是短线客，还是长线投资者，都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刻苦的学习，痛苦的磨
练，才能在股市里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操作方式。
这其中也淘汰了很多人，能生存下来的就是成功者。

二、为什么有些人炒股能暴富

第一种人是做宏观的，也就是根据国家宏观 策研判大势的。
这种人需要很宽广的知识面，需要比较高深的宏观经济知识，是所谓的人上之人。
在《十年一个亿》一书中，有一位神人叫做X先生，从1400块做到目前的3亿资产，
可谓中国的巴菲特。
他在2002年判断股市要低迷，便果敢的退出股市，避免了股市的暴跌，而在2005年
底认为股市要回升，便全仓买入。
他只买指数基金，赚的是宏观的经济增长。
现在大家都能看出，在所有的基金中，指数基金的涨幅是最高的，远高于其他基金
。
这种操作需要很高的知识，也需要很好的耐性，并不是所有人能操作的。
第二种人是做中观的。
所谓中观，即行业。
众所周知，大多数行业是有生 周期的，如前几年钢铁、汽车、能源都曾经有过长
期的低迷，而现在都明显的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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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观就是准确地把握行业的周期，在行业复苏的开始进入，在行业衰退的初期选
择退出。
但这种难度也非常大，因为一个人要想掌握一个行业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何况现在的经济发展，行业细分，所以行业何止千万?所以，一个人要想很好的把
握行业运作是非常艰难的问题。
但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团队的力量可以做到，基金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可以做到
这一点。
第三种人是做微观的。
微观就是选择企业，分享企业的成长。
相对于前两种人，作为微观的更多一些，如美国的巴菲特、彼得林奇等。
这些人主要选择一些稳健或者高成长的企业长期持有，如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几十
年了，从来没有卖过，这些股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给他带来的收益已经以百倍甚至
千倍计算。
在中国最著名的神话是万科最大的个人股东刘元生先生，他自万科发行股票当日就
买入股票。
在16年的时间里，他持有万科股票的资产已经从400万增长到现在的接近30亿，增
值7000倍。
因此，要想在股市中挣钱，关键还得跟上面三种人学习，就是掌握宏观、中观和微
观基本面，知道企业的运作情况，根据企业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来运作，才能使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

三、为什么说炒股票可以暴富？而买基金却不能暴富，他们之间
差在哪里？

因为2113有很多股票在利好消息刺激下短时间之内就有翻倍或者翻几倍的可能5261
所以股票赚钱效应比较快，暴富的机会多而基金是把自己的钱放到基金公司让基41
02金公司去打理赚钱，而基金都是中长线持有很少1653会有暴涨暴跌，以稳为主，
所以暴富回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股票风险也是比较大，相对来说答基金风险就小很多
。

四、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股市里赚不到钱

因为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都是想着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不愿意沉下心来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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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不断买卖，贪婪、恐惧一直困扰着，涨了怕盈利回吐，跌了怕深套，不涨不跌
又着急。
这种状态能赚到钱，就奇了怪了。

五、炒股可以暴富吗？

炒股暴富的几率极其低，即使买到的票马上停牌重组，就目前股市复牌后能翻番就
很牛了。
股票是一个理财工具，利用好，确实会让人赚钱，但是，有的人把这种理财工具当
成赌博的工具，本来自己没有多少钱，却要向银行，亲属，朋友借钱炒股，并且把
自家的全部可动资产用来炒股，这样，由于融来的资金量大。
如果操作方向正确，真的可以在一夜间赚取很多钱，可是一旦操作方向反了，而又
报着必胜的信心来持股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亏损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当股票
剩余的资金不足以偿还外债的时候，就会产生巨额亏损，甚至达到资不抵债的地步
，这样投资人就会破产，一夜之间成为乞丐了。

六、炒股为什么会一夜暴富，和一夜暴穷？

所谓炒股就是从事股票的买卖活动。
炒股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证券市场的买入与卖出之间的股价差额，获取利润。
股价的涨跌根据市场行情的波动而变化，之所以股价的波动经常出现差异化特征，
源于资金的关注情况，他们之间的关系，好比水与船的关系。
水溢满则船高，（资金大量涌入则股价涨），水枯竭而船浅，（资金大量流出则股
价跌）。
有些人炒股一夜暴富，有些则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股市的风险是很大的。
很多人在股市里一再犯错误，原因主要在于缺乏严格的自律控制，很容易被市场假
象所迷惑,最终落得一败涂地。
所以在入股市前，应当培养自律的性格。
使你在别人不敢投资时仍有勇气买进。
自律也可使你在大家期盼更高价来临时卖出，自律还可以帮助投资者除去贪念，让
别人去抢上涨的最后1/8和下跌的1/18，自己则轻松自如地保持赢家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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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什么说炒股会让人一夜暴富也会让人倾家荡产？炒股亏损
会有负债吗？

这句话主要是指股票风险特别高。
炒股亏损当亏损超过你的净资产的时候就会产生负债。
股市的风险，就是买入股票后在预定的时间内不能以不低于买入价将股票卖出，以
致发生套牢，且套牢后的股价收益率（每股税后利润/买入股价）达不到同期银行
储蓄利率的可能性。
如青岛啤酒，在1993年8月上市时的开盘价为每股15元，随着股市的下跌，其价格
直线下降。
其后虽然股价反复波动，但再未突破10元，而青岛啤酒股票近几年每年的最高税后
利润也只有0．26元。
所以在10元以上购买青岛啤酒的股民就产生了风险。
一是股民不能在买入价以上将青岛啤酒抛出；
二是即使将所有的税后利润分红，其收益率都比不上一年期的储蓄利率，甚至都要
低于活期储蓄利率。
根据预定投资时间的长短，股市的风险又可分为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对于短期投资者或投机者来讲，其收益就是股票的价差，股市风险就集中体现在股
票的价格上，即风险发生的后果是不能将股票以不低于买价抛出，从而使资金被套
。
而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股票的收益虽然有时以价差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更经常地
还是体现在股票的红利及上市公司净资产的增值两方面，所以长期投资的风险决定
于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由于股票的价格始终都在变化，股市的风险就处于动态之中。
当价格相对较高时，套牢的可能性就大一些，股价收益率要低一些，其风险就大一
些；
而当股票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时，套牢的可能性就小一些，股价收益率要高一些，其
风险就小得多。
所以股票的风险随着股价的上升而增大，随着股价的下降而逐渐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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