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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为什么亏得这么厉害－做股票，为什么总是会亏-
股识吧

一、炒股为什么亏损呢？

股市中，10个人炒股往往平均是1人赚，2人平，7人亏。
炒股亏钱的原因有很多：1、对市场知之甚少投资是一种职业，成功的投资者应该
像所有其他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律师、医生和科学家一样，在开始赚钱以前，都应
对自己的追求和职业进行多年的学习和研究。
大多数人买卖股票是因为他们希望股价上涨并从中获利，并往往按小道消息，或他
人的想法购买股票，而自己并没有关于股票涨跌的具体知识。
于是，他们盲目地进入市场，对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全然不知，更不能及时改正。
最后，他们卖出股票是因为害怕股价再跌，所以常常卖在底部区域，结果在错误的
时间脱身。
他们没有意识到，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1333365663431操作股票是
一种工作或专业，对专业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要想在股票交易中获利，必须先从炒股入门知识开始学习，循序渐进，才能
成为炒股高手。
2、交易过度或买卖过于频繁假如一个投资者一年交易200次，一次买卖股票交易费
用为千分之五，一年的费用支出就是千分之五的200倍，结果是百分之一百，相当
于初始资本金额。
即使在交易中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是损失也会不小。
而且买进卖出的次数越多，改变自己判断的次数也越多，出现错误的概率也越高。
因此，降低出现错误的频率和减少损失与提高成功的概率同样重要。
如果投资者还进行杠杆交易，一旦出现错误，就会对投资者所拥有的资本造成更大
的危害。
3、多数投资者没有止损意识止损是股票投资中最重要的一课。
钱赚不完，但却会亏完。
所谓止损，实质上就是改错。
比如说，当事后发现一笔买入的假设或依据不成立，或者说发现自己当初的判断是
错误的，就应该卖出。
止损的设置有赖于你的入市条件的设置和如何确定入市条件在何种状况下判定为不
成立的依据。
因此，设置具体的止损位需要自己才能确定，这是因人而异的。
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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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股票，为什么总是会亏

散户可能亏的比赚的多，但即便这样，炒股的人也只会越来越多！原因应该是多方
面的，散户大多数对股票认识不深，无法正确判断股市的走向，不能规避风险，大
多数操作都有盲目性。

三、为什么散户炒股绝大部分都是亏的

散户常见的赔钱思维：1：喜欢抄底，尤其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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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亏损。
2：不愿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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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确是至理名言啊。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赢利模式，你的结局也就是买入，止损，再买入
再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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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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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强势时，涨逝越强的股票，跟风越多，上涨越是
轻松，见顶后也会有相当时间的横盘，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出局。
当然，如果涨幅太大，自然不可贸然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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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散户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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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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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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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得自己手忙脚乱。
也有人说，江恩不是说要把资金十等份吗?哎，那是对大资金说的，你一个小散户
区区几万元资金也要十等份吗?我认为，散户持股三只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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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是不行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猎豹一样，时机不成熟决不动手，一旦出手，至少要有七成以上
的胜算。

四、我做股票为何老是亏

索芙特，该公司价位低，目前只有8块钱，该公司是国海证券第一大股东，而且国
海证券已经借壳ST集琦，该公司所持的股权增殖潜力巨大，涨到十块以上没有任
何问题，而且该公司处于历史最低部 宁夏恒力，小盘，低价，股价好几年前被暴
炒过，长期无人问津，主力一直默默建仓，公司题材众多，参股兰州市商业银行60
00万股，增殖潜力巨大，公司身处宁夏，俗话说，“边疆有强庄”公司还正在开发
地热发电项目。
目标价20元以上，连续9个季度主力增仓，股东帐户连续9个季度减少。
ST迈亚，武汉著名化妆品公司丽花丝宝已经借壳，改名是早晚的事情，公司法人
股以每股接近9元的价格成交，该股是两市唯一一家股东为数连续12季度减少的，
该公司为买壳花了6。
27亿元，目标价20元以上。

五、为什么昨天买的股票今天一下亏这么厉害？

今天不时交易日..系统测试或维护..多少钱和你没关系..周一自然都恢复

六、为什么散户炒股绝大部分都是亏的

散户常见的赔钱思维：1：喜欢抄底，尤其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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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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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底抄底，最后抄死自己。
导致亏损。
2：不愿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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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确是至理名言啊。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赢利模式，你的结局也就是买入，止损，再买入
再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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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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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强势时，涨逝越强的股票，跟风越多，上涨越是
轻松，见顶后也会有相当时间的横盘，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出局。
当然，如果涨幅太大，自然不可贸然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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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散户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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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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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江恩不是说要把资金十等份吗?哎，那是对大资金说的，你一个小散户
区区几万元资金也要十等份吗?我认为，散户持股三只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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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是不行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猎豹一样，时机不成熟决不动手，一旦出手，至少要有七成以上
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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