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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厉害的人为什么显得非常轻松为什么炒股票的人越来
越多？赚的多吗？-股识吧

一、有很多炒股的人大部分都觉得自己很牛，很懂经济这是为什
么呢？

哈哈，操纵金钱了嘛。
跟别人说起来就像懂金融似的，当然要牛一点啦。
这个挺常见，上次在北京公交上还见一哥们，大嗓门嚎着说要给谁操盘什么的。

二、股票知识如此复杂，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炒股

股市，是一个只需要很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参与竞争的地方，并不会考虑你的背
景、家世、人脉等东西，唯一依靠的就是你的能力。
只要你能判断对股票就能获利，反之亦然。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地进去，幻想着一夜暴富，或者是挣点钱，但大部
分都是飞蛾扑火，最后落寞离开，或者弃之不顾。

三、做股票的人为什么那么贪心?不然不就赚大了吗?唉！

我觉得也不是贪心 其实是一种投资眼光投资时机选对了，才能赚钱人们投资股票
，当然是为了资产的升值，所以想股票一直上涨是自然的心理
不过有时越想上涨反而越跌 我的投资理念是 钱是赚不完的 见好就收祝福你好运：)

四、为什么炒股票的人越来越多？赚的多吗？

要正确地认识到：在股市竞争获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其它行业。
原因在于：1、炒股获利快速。
2、工作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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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门槛低。
这些因素导致了股市里竞争的强度比在其它行业激烈和残酷得多。
由于人性的缺陷和对竞争规律认识的不足，绝大多数人必定将成为牺牲品。

五、炒股的人是聪明的人吗

炒股票的不一定很聪明，但想赚钱蠢的可真的赚不到钱，原因很简单，股票赚钱靠
的是是专业知识的运用，必须有很专业的知识才玩的好，其他专业领域的聪明人炒
股亏钱只是代表那些人专业知识不足，和蠢没关系，赚钱的专业知识运用的好，是
专业人士。
股票是最难入门的，因为涉及知识太广了，就图表分析就需要时间慢慢专研这个只
是最基础的技术分析，把技术分析实战一段时候后你自然会发觉不配合基本面，政
策，财务，心理，等等你会很迷茫，但你不先从技术入手，先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你
会更迷糊。
玩过一段时间技术分析后，在学价值这样，这样事半功倍，技术其实就是买卖时间
点，价值就是日后升幅的依据！缺一不可，在股票运行中各种消息影响，大盘影响
，言论心理影响等等，都需要是考研人性和资金管理！股票很大学问，基本你炒股
一段时间，大家看新闻，看消息你自己都会往股市里面想和一般人思维不一样了！
股市学问很大，只是一般人不觉得股市学问在哪里，甚至觉得是赌场！

六、为什么荐股高手很多，但真正炒股赚大钱的人

1、股市里流传这么一句话：七赔二平一赚。
但中国股市里，能赚钱的散户不会超过5％希望打算新入市的兄弟姐妹们能仔细思
量一下，自己凭什么进入这5％的队伍。
2、对股市新手学习的建议第一步：了解证券市场最基础的知识和规则（证券从业
资格考试中，基础和交易两科，基本就能解决这一步）第二步：学习投资分析传统
的经典理论和方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中，投资分析科目，能初步满足这步的要求
，另外还有些股市投资分析类的经典书籍，要看看）第三步：在前两步基础上，对
股市投资产生自己的认识，对股价变动的原因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理论第四步：在自
己对证券市场认识和理解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工具体系以及交易规则
3、上述过程中，去游侠股市或股神在线开个股票模拟账户做模拟操作，或者用极
少量极少量的钱谨慎操作，这样理论结合实际效果会更好些。
4、股市上的绝大多数人希望直接把别人的方法拿来用，希望找到个神奇的软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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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来帮助自己赚钱。
这种思维是典型的以为找到屠龙宝刀就能威震江湖了，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深厚内
力和高超技艺来驾驭，屠龙宝刀比菜刀的用处多不到哪里去。
努力提升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想在股市有所造诣之人的唯一途径。

七、为什么炒股厉害的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

那倒也不一定的，有些人股龄长了，也有自然对股票分析的够透彻点了，或者有些
人就是因为赚的多了，就被人家认为是高手了，他们中也不一定全都是高学历高智
商。
如果你也想成为高手的话，你可以去 爱财部落 先锻炼下自己的能力的。
多练练，多和人家交流交流！

八、股市里那些成功率超过80%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从以下三个方面学习第一，有没有比较法则选股的能力，这个占投资能力评分的30
%，如果你有这知识和技巧，就可以选到板块的指标股，那么会他涨板块涨，他跌
板块跌，他盘整板块盘整，比如酿酒的贵州茅台，保险的平安，家用电器的美的，
电器仪表的海康威视。
通常他们的涨幅会是板块的3到5倍如果是板块涨跟涨的个股，涨幅会和板块趋向一
致，但板块跌的时候会比板块多。
如果是落后于板块的股票，板块涨他不涨，那么当他补涨大涨甚至涨停，那基本就
是这一个板块涨升的末端，之后板块下跌，他会跌最重但往往没有这些知识的投资
者大部分会选跌的很低很便宜的股票，但基本这种大盘涨他不怎么涨。
盘整或者下跌，他就跌的很厉害。
第二，有没有利用正确技术分析筹码分析针对不同主力类型计算合理买卖点的能力
，这个占评分的30%.比如走大蓝筹白马股的行情中，对美的，中国平安这种国家队
外资法人机构为主力的股票，你沿着六十日均线买就没错。
大概率赚钱。
而游资，私募，牛散之类操作的中小盘股票，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巧判断。
第三，有没有科学的止损止盈策略，和严格按照纪律执行操作。
这个占评分的40%，一切技术分析都在纪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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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什么现在炒股的人那么少

一般来说，女股民很少，因为她们更关注的是购物、护肤、情感方面的东西，所以
很少。
男股民呢，有的是因为赚钱各种原因才参与到股市，而有的对股市是一无所知的，
还有的是赚不到什么钱，赚钱难。
为什么长期来看，炒股赚钱的人那么少呢？我分析了一下，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技术指标在交易进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面
临着不同的可能性的。
比如，macd的金叉死叉。
可能你看到要死叉了就卖掉了，结果股价又大涨了，死叉变成了假死。
再比如，你如果以5日均线上行作为持股的条件，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大
跌，5日均线就下行了，你可能都来不及卖出去。
再比如，关于MACD的底背离。
有时一次底背离还不够，还要两次三次。
那么，到底哪一次背离是底部呢？对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造成的误操作，怎么解决
呢？我觉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止损，一个是控制仓位。
这两个办法其实目的都是要保证你操作错误的时候，能够把损失降低到可接受的程
度。
对于错误的卖出，那就更简单了，再买回来就是了，不要计较买入价比原来高一些
。
二、仓位安排不合理华尔通说，如果你总是亏损的时候重仓，盈利的时候轻仓，长
此以往，自然是亏损的。
另外，如果总是低价位的仓位轻，高价位的仓位重，一个小幅度的下跌就可能让整
体的仓位出现亏损。
因此，仓位管理是炒股的必修课。
仓位管理，其实主要是比例的管理，和账户资金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账户里是10万，还是100万，还是1000万，都是需要适当的仓位管理的。
比如，股票和现金的比例应该保持多少？比如，底仓应该买入多少比例？加仓应该
怎么加，是等额加仓，还是递减加仓，还是递增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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