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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为什么一定要看趋势线！趋势线还是均线？-股识吧

一、股票里学习看试盘线的作用大不大

作用大得很，先试试，可以增加盘感。
可以打开588股票导航，最上有一栏个股推荐 模拟炒股导航，都
是机构和高手交流的，不收钱，那边有很多相关的资讯。
望采纳

二、总说炒股趋势最重要，要买就买趋势朝上的股票，可我思量
了半天，这不就是说追高吗？当一只股票不断创新高

可以说是追高，机构做股票也是如此，这样你才可以赚钱，但是买入之前一定要设
好停损点，就是说，如果买入之后股票跌了，你就一定要卖出（一般跌幅设定在你
买入价的8%）这样做也许你买入3、4此都是错的，也最多赔32%，但是有一次你买
对了，你就全赚回来了。

三、趋势线还是均线？

趋势线和均线都是股票投资中常用的技术分析手段

四、一位资深操盘手的讲述：为什么炒股只需要

炒股需要收集一些与炒股相关的金融知识给炒股的人了解、备查。
华尔通，以下知识也可给从事基金、债券、期货的人参考。
第一部分：银行金融知识1、什么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备付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中
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根据法律规定，商业银行需将其存款的一定百分比缴存中央银行。
通过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从而调控货币供
应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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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备付金比率的要求，将原来的存款准备金率和
备付金率合二为一。
目前，备付金是指商业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超过存款准备金率的那部分存款，一般
称为超额准备金。
2、什么叫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是指一个经济体中，在某一个时点流通中的
货币总量。
由于许多金融工具具有货币的职能，因此，对于货币的定义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如果货币仅指流通中的现金，则称之为M0；
狭义的货币M1，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加银行的活期存款。
这里的活期存款仅指企业的活期存款；
而广义货币M2，则是指M1再加上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
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3、何谓“央行被动购汇”？ 按照目前的结售汇制度安排，企业应当将外汇收入卖
给外汇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则必须将超过一定金额的购入外汇在银行间外汇
市场上卖出。
如果企业需要购买外汇，则需要到外汇指定银行凭相应的证明文件购买，相应地，
外汇指定银行在外汇不足时，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买入。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需要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因此，一旦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外汇供应量增大，而同时要保持汇率稳定，中央银
行就不得不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被动地买入外汇，卖出人民币，也就是吐出基础货
币。

五、为什么股民炒股必须要看大盘

学会看大盘指数是股民炒股最基本的，个股的走势根据大盘而定，大盘看的就是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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