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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为什么大量亏钱为什么基金都是亏钱呢?这钱到
那里去了,基金公司是不是把基民的钱给分了.-股识吧

一、为什么基金经理投资股票都会亏本?为什么

你个问题,我答你.基金经理不代表他真系懂股票的升跌关系,做基金经理的人只系多
为财务出身的人吧了.基金本身的设计运作本身系有缺憾的,如股票基金,基金本身不
可能只买1间公司,也不可能只持有现金,有人要攞钱走,他不能不给等等.基金资金量
大,当他越分散去买不同的股票,其实会出现一个变成买市的效应,问题是他的组合较
市场指数为佳还是为差吧了.即使组合内某一两只股有突出表现,相对组合内都只系
九牛一毛,相反一样,不会被少数极差股票拖垮整个组合.问题来了,当整个市场市况转
差,组合内的股票普遍下跌,若是普通散户,或许一沽了之,全数持有现金,但基金?不可
能!他只能转持看来较稳健的股份,令外,基金在某股数量可能庞大,沽货可能会出现令
该股下跌速度增加,股份下跌的账面损失比吐取现金更多的情况出现,不要忘记基金
的价值=所持资产价值,沽货导致所持资产价值下跌速度的加剧.当有大量客人赎回,
这种情况显现得更明显.强积金的问题,本人反而认为是强积金供款人所做成的问题,
首先,从来没有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不少人放钱到保本基金,回报自然欠奉,收不
到预期效果,强积金设计对象本身有问题,第一,理论上,收入越高的人,退休问题较易
解决,强积金并非收入高补贴收入低的制度,但收入较低的人,现行的供款数额,不可能
足够百年归老,刻薄讲只能用作推迟伸领综缓的时间吧了,收入越低,如把退休变advlt
生首位,怕且要把每月收入近半用作供款才行了.你愿意吗?结果是,收入高者认为强
积金微不足道,他情愿不供,收入低者,认为供款不足退休,现在生活又因供款而打了折
扣.结果观感上,强积金看来失败.事实上,不是强积金本身有问题,是供款人的生活态
度问题,当各下只是月入万元,但花数百元月费用在智能手机打忿怒鸟的时候,不要以
后埋怨自己的强积金为何这么少了.

二、为什么基金都是亏钱呢?这钱到那里去了,基金公司是不是把
基民的钱给分了.

一般基金投资不外乎投资股票 债券 票据一般按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爱好投资，股票
型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就高，债券型基金的债券投资比例就高，理论上债券，票据
投资不会亏损，股票投资风险大，所以当股票有风险基金就有风险，再加上基金管
理人和托管人的费用，去掉申购或者赎回的手续费，基金就是赚的少基民也得亏损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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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基金都是亏钱呢?这钱到那里去了,基金公司是不是把
基民的钱给分了.

一般基金投资不外乎投资股票 债券 票据一般按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爱好投资，股票
型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就高，债券型基金的债券投资比例就高，理论上债券，票据
投资不会亏损，股票投资风险大，所以当股票有风险基金就有风险，再加上基金管
理人和托管人的费用，去掉申购或者赎回的手续费，基金就是赚的少基民也得亏损
啊

四、股票型基金为什么全部赔钱

股票型基金，顾名思义，其主要投资的就是股票，当市场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股
票型基金出现市值下跌，甚至亏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当大盘遇到系统性风险，大幅下跌的时候，股票型基金也会被动的下跌。
所谓股票型基金，是指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基金。
目前我国市面上除股票型基金外，还有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基金是指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基金，在国内，投资对象主要是国
债、金融债和企业债。
货币市场基金是指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
该基金资产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
期债券、企业债券、同业存款等短期有价证券。
这三种基金的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但从风险系数看，股票型基金远高于其他两种基金。

五、为啥很多人买？股票基金都亏了呢

因为高收益和高风险是成正比的。
股票和基金的收益很高，它的风险自然也就很高，同时人都是有比较贪婪的欲望的
，当股票和基金涨了的时候，就希望还能再涨，不能及时止盈，而但股市下跌时，
害怕再跌，哪怕亏本也要抛出，所以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很容易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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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什么基金经理投资股票都会亏本?为什么

你个问题,我答你.基金经理不代表他真系懂股票的升跌关系,做基金经理的人只系多
为财务出身的人吧了.基金本身的设计运作本身系有缺憾的,如股票基金,基金本身不
可能只买1间公司,也不可能只持有现金,有人要攞钱走,他不能不给等等.基金资金量
大,当他越分散去买不同的股票,其实会出现一个变成买市的效应,问题是他的组合较
市场指数为佳还是为差吧了.即使组合内某一两只股有突出表现,相对组合内都只系
九牛一毛,相反一样,不会被少数极差股票拖垮整个组合.问题来了,当整个市场市况转
差,组合内的股票普遍下跌,若是普通散户,或许一沽了之,全数持有现金,但基金?不可
能!他只能转持看来较稳健的股份,令外,基金在某股数量可能庞大,沽货可能会出现令
该股下跌速度增加,股份下跌的账面损失比吐取现金更多的情况出现,不要忘记基金
的价值=所持资产价值,沽货导致所持资产价值下跌速度的加剧.当有大量客人赎回,
这种情况显现得更明显.强积金的问题,本人反而认为是强积金供款人所做成的问题,
首先,从来没有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不少人放钱到保本基金,回报自然欠奉,收不
到预期效果,强积金设计对象本身有问题,第一,理论上,收入越高的人,退休问题较易
解决,强积金并非收入高补贴收入低的制度,但收入较低的人,现行的供款数额,不可能
足够百年归老,刻薄讲只能用作推迟伸领综缓的时间吧了,收入越低,如把退休变advlt
生首位,怕且要把每月收入近半用作供款才行了.你愿意吗?结果是,收入高者认为强
积金微不足道,他情愿不供,收入低者,认为供款不足退休,现在生活又因供款而打了折
扣.结果观感上,强积金看来失败.事实上,不是强积金本身有问题,是供款人的生活态
度问题,当各下只是月入万元,但花数百元月费用在智能手机打忿怒鸟的时候,不要以
后埋怨自己的强积金为何这么少了.

七、为啥很多人买？股票基金都亏了呢

因为高收益和高风险是成正比的。
股票和基金的收益很高，它的风险自然也就很高，同时人都是有比较贪婪的欲望的
，当股票和基金涨了的时候，就希望还能再涨，不能及时止盈，而但股市下跌时，
害怕再跌，哪怕亏本也要抛出，所以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很容易亏了。

八、为什么基金都是亏钱呢?这钱到那里去了,基金公司是不是把
基民的钱给分了.

一般基金投资不外乎投资股票 债券 票据一般按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爱好投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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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就高，债券型基金的债券投资比例就高，理论上债券，票据
投资不会亏损，股票投资风险大，所以当股票有风险基金就有风险，再加上基金管
理人和托管人的费用，去掉申购或者赎回的手续费，基金就是赚的少基民也得亏损
啊

九、既然股票基金公司拥有大量的资金，那我为什么买了他们的
基金还亏钱呢？我的钱被谁赚走了，是基金公司吗？

基金是用你买基金的钱再去做投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他们一般也是去买股票，
谁都不是神，买什么都是涨的总有亏的时候，基金公司是有大量的资金，但是一山
总有一山高，总有比你资金大的，一家公司的股票有很多大户机构庄家，即使你是
最大的机构，但是公司运营不好，依旧会亏钱，你的钱是随着公司股价下跌蒸发了
，不是被基金公司赚了，我是纯手打的，不懂记得追问，满意采纳一下，手打不易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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