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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股价上涨时，钱是从哪儿来的-
股识吧

一、股价上涨时，钱是从哪儿来的

场外资金进场买入。
推高股价。

二、股市的钱哪来的

即使完全不计手续费、税金、过户费之类的费用，
股市也并不完全是零和游戏（即并不一定有人赚1元，必有人赔1元）。
本来，股市原始功能是融资：有好项目无资金，在股市融资。
项目有收益，投资人共同分享成果：分得股息红利或将股息红利留存企业继续发展
。
一个成功企业也许会不断发展壮大，市值不断扩大。
后来者欲加入，同样股份需投入更多资金。
新入资金=原始投资+历年红利。
也可能项目失败或经营不善，导致亏损，后来者只愿以较少资金取得同样股份。
新入资金=原始投资-历年亏损。
但最终盈亏需以完成投资（买入股份）、再清算（卖出股份）的完整投资过程为界
。
中间过程，其市值只能称为虚拟资产。
大盘市值增长，除掉泡沫，增加的市值是实业发展经济增长的成果。
我国总体经济不断增长，股市作为“晴雨表”理应有所反应！
当然，股价短期表现则又是另一回事。
同一事物各人观点、判断不一、信息不对等、政策、基本面、资金状况、投资者情
绪等等都会影响走势。
个股更是不同。
有时，整体股市市值的损失不一定有对应的盈利！ 可能是全体同盈或全体同亏。
所以股市大跌时，媒体用“市值蒸发xx亿”描述，蒸发表示不知去向何方。
比如：某股票昨收盘价10元，共有股份1万股，总市值10万元。
今天成交100股，成交价9元，其实只有成交的100股，亏损100元， 其他9900股也得
按9元计价，总市值减为9万元，9900股浮亏9900元，并非实际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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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就是：价格并不代表价值！（价格一定程度反映价值，但不等于价值） 与房
地产投资道理一样，当你自住的一套房，你不出售，则其价格涨跌与你无关，影响
是心理层面的。
即使投资的房产，价格涨跌时，你捂盘惜售，盈亏也只是账面的，并无对应的亏盈
。
价格反映的是人们对标的物未来价值的期许。
所以，越涨越买，而越跌越卖！此时，价格往往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
股票是股权投资的证明。
发起人有好的能赚钱的项目，资金不足，便邀人共同投资，并发给投资人股票作为
投资凭证（股票），按投资资金大小比例享有参与管理和分成红利及承担风险损失
的权利和义务。
进一步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成为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时，投资者购买股权资金给上市公司，发行完后，股票转让（买卖）
与公司无关（除非转让份额太大涉及到参与管理的，一般公司不管），买股票的资
金转给卖出股票者。
银行和证券公司只是中间代管机构，银行只是将你没买股票的钱当存款，去放贷赚
取利息差；
证券公司代理买卖并移交股票，收取佣金。
公司收取发行资金后将其购置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市值涨跌和经营盈亏完全是两
回事。
大股东是长期投资者，不会计较股票短期涨跌。
股市的钱哪来的：投资回报！ 看看万科：在年k线图上后复权，上市开盘价11.1元
，最高2231.17时，投资回报201倍，今天756.69元（含送转股、分红、配股等），也
有68倍，如所有股东都不出售，都赚了68倍，也无人亏损，钱哪来的？管理团队帮
你建房买房赚来的！最牛股东刘元生就是如此，出事投资400万元，现有1.3379亿股
，市值11.25亿，他没有卖出1股，赚了11亿，没赚任何一个股民的钱！赚的是公司
不断壮大发展的收益。

三、炒股赚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炒股是中国人的特色说法，正确来说应该叫股票投资。
理论上来说，赚的钱最终应该来自于公司产生的利润。
但是就像任何商品投资一样，都会存在投资和投机，而且很难完全将他们分开。
比如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大蒜。
理论上讲，大蒜商应该赚取从农民那里买来的价格与卖给老百姓价格之差价，扣除
经营成本后即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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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投机了，从农民那里买来后不去卖，囤积起来炒，几毛钱炒到几块钱，之
中并不产生附加值，纯粹是击股传花，对炒家来说，只要出了手，他也赚钱了，但
这是投机的钱，风险很大，因为总有最后一棒，哪怕对消费者而言也一样，花20元
买平常只要2元的东西（而且不是因为地震等特殊原因），也是损失，只不过平摊
到很多消费者觉察不出而已。
散户被套是一个道理，金额大小罢了。

四、股市中赚的钱是从哪儿来了？亏得钱又去哪儿了

股市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一些需要资金的公司融资，也就是把股民的钱集中起来，公
司用来经营，然后给股民一定的红利，但有这样需求的公司越来越多，所以就需要
把他们圈起来管理，为了吸引人去投资，就变成一种合法的赌博了。
因为有利可博才有人愿意去投资，钱是不会变的，赚钱的人赚的也就是亏钱的人的
钱。

五、股市中赚的钱是从哪儿来了？

不排除有坐庄的股票，但是股市里不可能每只股票都被庄家控盘。
说到底股价的涨跌，就是由股市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大家都看好一只股票都去买，自然就把股价抬上去了，反之也一样，大家都抛售一
只股票，自然就促使股价下跌。
因此说股市里的游戏就是零和游戏，股民赚的钱是从赔钱的人手里赚来的。
从宏观看，股市是个零和游戏。
社会的资金进出股市，进入多，股市涨；
退出多，股市跌。
但无论涨跌，社会资金或财富总量是不变的，只是股票和资金的持有人通过交易变
换一下位置。
那股票是怎么涨跌： 股票的价格是通过交易活动确定的。
在一个价位只要发生了交易，这个价位就被确定为所有股票的价格。
问题是，一次交易的最低额只要一手即可，也就是说，确定价格的行为只需要极小
的交易量就能做到，完全不需要所有的股票都以相同价格跑过来交易一遍。
这就造成一种错觉：涨的时候股票的市值增加了，那就要相应的资金在那里“站岗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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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跌的时候股票市值减少了，相应的“站岗”的资金也减少了。
增加和减少的资金二者一相减，问题来了，一部分资金不见了！于是我们就会一头
雾水－－这不见的资金去了哪里： 其实是我们的逻辑犯了错误。
市值的确定只是经由很小量的交易就“完成”了，而实际上，这时完成的根本不是
整个市值的交易，只是完成了一个认可－－所有股票对这次交易的认可，真正的交
易也就是总市值的交易却尚未发生！在真正的交易尚未发生的情况下，所谓的市值
只是一种假设！而作出这个假设的最低成本只是一手股票。
现在引入了假设的成本的概念，市值的假设是需要成本的。
这个成本可是真金白银，所以，社会总资金要分出一部分实量到股市来参加市值假
设的活动。
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理论上所有的股票都承认某种已经被认可的价格。
这样就有了一种供需关系，股票代表供给方，资金代表需求方。
当社会资金流入股市增大时，强烈的需求刺激股票价格上涨。
反过来，资金由股市流出回到社会，需求减少，股票价格下跌。
当参加市值假设活动的资金进出平衡，供需关系也趋于平衡时，股市牛皮。
由此看来，所有的股票价格涨涨跌跌，都与真金白银的资金进出股市有关，资金多
时股票涨，资金少时股票跌。
但是这些资金， 1、它与市值不是一回事，市值只是一种理念上的“值”，因为股
市永远不发生总市值的交易；
2、它不创造市值，它只参加市值的假设，换句话说，它只发现市值；
3、它是社会总资金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不参与社会总资金的增加和减少。
在这里，社会总资金是一个常量，不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股市市值的变化不会引起社会总资金的变化，能够引起社会总资金变化
的是社会的生产活动，不是股市的市值假设活动。
当然，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这个推论过程简化甚至排除了许许多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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