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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跟随私募基金买股票、股票怎么跟庄-股识吧

一、私募基金对外投资比如股权等，为什么要通过有限合伙或者
某个信托投资呢？直接投不行吗？

私募股权基金是可以直接投资企业股权的。
加上信托计划，有可能是为了募资方便或是和信托有项目上的合作。
在私募基金备案制明确之前，有很多基金是采用有限合伙方式来募资并投资项目的
，现在私募基金管理法规和措施都很明确了，应该不用这种方式了。

二、股票怎么跟庄

能跟到庄固然好，最怕庄没跟到，倒成了跟屁虫，庄要挣得就是你们的钱。
例如楼上所说的，“1、底部盘整好长时间，突然放量，并伴随着涨停，一般是庄
拉升的开始。
”如果庄拉升的话，其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认定了这个股，大举加仓;二是，套现
。
在实际的操作中，套现的可能性最高，在拉升过程中，散户入股，继续抬升的过程
中，庄就开始减仓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被套牢了。
所以庄设这陷阱套的就是你。
“2拉升后，一般20多个交易日，或股价几乎翻倍后，要小心。
”这个纯属多余的。
在20多个交易日，估计没什么股可以翻几翻的（不排除存在的可能，只是很少）。
这时候单是小心是不够的，早就应该减仓或者空仓了。
难道还等升到几十倍？有钱挣就要懂得满足。
股市不是贪婪的地方。
“3当某一天，高位突然放量，并出现大阴线，甚至大阴线跌破10日均线必须离场
。
”这个是对的。
因为技术线是这么分析的。
不过技术线归技术线，有些情况是阴线之后急速反弹。
我对技术线的看法了，可以参考，不可全信。
什么十字星，20日均线之类然后形成对后市的猜测，大多是错的。
这些你可以看股市报，然后结合实际走势，你就会发现很多都是错的，但大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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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只记得它猜对的部分，悲剧。
个 人不建议跟什么庄，跟庄能挣钱的话，亏得就不会是那些妄想跟庄的散户了。
如果靠看大盘和技术线图的话，是猜不出庄的意图的。
因为庄因为资金充足，他真可以随意操作你们看到的数据，他既可以靠资金进出进
行技术操作，也可以靠暗箱操作，懂吗？真能跟上庄的是掌握内幕的人，还有就是
那些网站所说，一个月给他几千块，他帮你操作，准赢。
之前看过那么一些网站，确实他每天公布的股，第二天肯定升。
个中原理，见仁见智了。
那些网站很容易找的，上百度，一下子就能找了。

三、请问大家都把钱投资在私募基金里面那有没有谁知道私募基
金又把这些钱怎么投资的呢

私募基金分两类，一类股权类私募基金，主要投资一些上市或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一般周期比较长；
一类证券类私募基金，投资二级市场的股、债等。

四、私募人员可以炒股吗，私募人员可以炒股吗资讯

《私募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售机构及其他私募服
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提出了相应的规范性要求，列举了禁止从事
的行为： 第一，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投资活动；
第二，不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第三，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本人或者投资者以外的人牟取利益，进行利
益输送 第四，是侵害、挪用基金财产；
第五，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
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第六，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
第七，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第八，从事内幕交易、操纵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常交易活动；
第九，法律、行政法规和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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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怎么跟庄

私募基金分两类，一类股权类私募基金，主要投资一些上市或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一般周期比较长；
一类证券类私募基金，投资二级市场的股、债等。

六、私募如果投资股票二级市场，在特定的行业中如何挑选股票
呢？如果看财务报表，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信息？

教科书对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派别大致有两种分类，即纯技术性的分析派，如艾略
特的波浪理论等，和基本面的分析派，如巴菲特。
我倒是宁愿分为三类，技术派、财务派、和经营派。
技术派就不复多言。
财务派，其实是目前很多专业投资者采取的方法，他们号称是对企业的基本面进行
分析，但是往往局限于财务数据和肤浅的经营管理信息，他们没有真正的详细了解
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他们的决策基本是是基于公开的财务信息，以及和公司主要
高管的交流，偶尔也会去参观一下下属企业等。
但是，这种决策所基于的信息集过小。
在信息不对称的股票市场上，企业管理层拥有远远多于投资者的信息，但只摘取其
中极小的一部分发布。
其信息选取，或者filter，导致公开的信息有很大的灵活性。
公开的信息也许都是真实的，但是是不完整的，是以偏概全的，是会误导投资者的
。
在股票市场上，获取信息多的投资者要胜过信息少的投资者，这也是大家关注内部
人交易的原因之一。
经营派，不但关注公开的信息，而且会非常深入的了解这家公司情况，从而得出结
论，发现该公司最隐蔽信息。
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挣钱的？现在面临着那些问题？有没有前景？从公司公开信息
中，你是看不到公司的高管们也许已经开始分裂，看不到一个新项目没有得到批复
的真实原因，理论上这个项目也许是有希望的，实践中也许这个项目已经完蛋。
智者看见一片树叶，就知道森林怎么样。
做一个投资高手，就要去看树叶，然后思考得出关于森林的结论。
仅仅看森林，从大面上是不能像树叶观察者那样更清楚的了解这些树的生长情况。
关注公司的宏观信息是不够的，还要去寻找他们的微观基础。
作为股票投资者，要问自己个问题，如果我对这家公司做的是私募投资，我会更加
深入的了解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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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方法更接近于巴菲特的投资思路。
这种投资方法的缺点是，由于要对投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投资决策的成本会
很高。
因此，只有大的机构投资者才适用，而且最后投的是数量不多的企业，但对每个企
业的投资额较大。
巴菲特正是如此。
从投资组合的实证研究来看，一只基金如果有20只股票，就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风险
分散化，已经在frontier上了。
股票数量再增加，获得的风险下降是非常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总之，做投资，就要对投资对象要有深入的了解，要做信息不对称中的信息多的一
方，至少不能吃亏。
投资是有其科学性的。
要刨根问底的、实地考察、四处访谈的去发现投资对象为什么挣钱。
永远不要去投黑箱操作的产品，如CDO产品。

七、股票怎么跟庄

如果阁下真是新手，我劝你别去研究这个问题了。
这是个相当高深的，而且是有点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想想，股市里有六百多只基金，加上私募，券商，保险基金，企业年金，社保，
超级散户，带头大哥等等，他们都在虎视眈眈，都想吃掉对方，当然包括散户。
你跟那个庄？你听我老股民一句话，没错的，你就选2--3个股票，要主营业绩好，
市盈率低的中盘股，趁低买入，放好，看那天赚了个30--40%就把他卖了。
一年也就够了。
巴菲特平均每年才赚25% 我们也就知足了。
阁下认为如何？

八、普通百姓如何投资私募基金（PE）?

你指的是私募股权投资吧，简称PE。
老百姓参加的确实很少，毕竟有钱人太少了。
现在的私募大都和信托公司合作，通过发行私募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来进行融资。
一般封闭期为1～3年不等，资金门槛为100万，有的是200万。
如果你的资金小于10万的话，可以考虑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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