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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挣钱的原理是什么意思|股票靠什么赚钱-股识吧

一、炒股票到底是怎么赚钱的？有什么原理呀？

理论上是可以的。
按每天涨10%计算，第一天5000，第二天5500，第三天6050，第四天6655，第五天73
20.5，第十天11789，第三十天就79315，第六十天就138万多了。
81天就可以上千万。
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首先股票有涨有跌，不可能每天都涨，涨的话也不可能天天
涨，涨这么多。

二、__股票的原理是什么 ????

你说的很对，说出了很多老股民渐渐忽视的道理，股票之本在于公司业绩，现在很
多人觉得炒股就是炒心跳，忽视了它的初衷，我们炒股还是要看业绩的，比如你看
一年前我朋友都说钢铁公司库存过剩，严重积压，然后你再炒钢铁股票，显然会吃
亏。
当你购买某公司股票，你就成为该公司的股东，那么公司业绩好，就会有红利，你
可以从中获得利润。
这是最初我们说的股票利润点。
当然加上税收等，目前这部分利润很少，很多炒股者看不上这微波利润。
于是就说到了第二种，也是目前主要的赚钱手段：转卖股权。
当你的公司受到追捧，业绩在这时候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很难快速反应，当
然严重亏损或者出现重大过失的要不得，最近的BP英国和紫金就是例子。
这里的追捧是多方面的，国内最多的就是政策面和公司消息面，真假难辨，但是只
要吸引大多数人的目光就成功了，这时候买者增多，你手中的股价上涨，你就把它
卖给别人。
那些从你手中购买的人也并非为了红利，而是为了把它卖给更多看好它的人，这样
层层叠叠，你可以想象，总有最后一个人要吃大亏，但只要你手快运气好，那个人
就不是你。
所以还是希望回归到看业绩的本位，总之你是对的。
写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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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啥是股票 股票是怎么样赚钱 ？

1. 股市环境，环境越熊，机会越大，环境越牛，机会越小；
2. 要有稳妥的知识体系作为决策基础；
3. 要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4. 投资时要理智，理性看待涨跌，要有耐心坚持；
5. 选择业绩优秀、估值合理的蓝筹股进行长期投资；
6. 定期买入，红利再投资。

四、股市到底是怎么挣钱的

1. 股市环境，环境越熊，机会越大，环境越牛，机会越小；
2. 要有稳妥的知识体系作为决策基础；
3. 要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4. 投资时要理智，理性看待涨跌，要有耐心坚持；
5. 选择业绩优秀、估值合理的蓝筹股进行长期投资；
6. 定期买入，红利再投资。

五、股票的原理是什么啊

举例说，你和两位朋友三人一起开了一家公司，你出20万，他俩各出10万。
这样，你们公司总投资就是40万，你就享有50％的股权，他俩各25％的股权。
你们公司共3个股东。
所以，所谓股权，就是某人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的权利。
这个权利包括了决策权和分红权。
决策权，就是他说话的份量，占股份多的决策权就大。
分红权，就是按照股份比例分配利润的权利。
股份大的分红就多。
如果把上述的股份情况，用一张纸印刷成一个证书，上面印有：某某人，在某公司
占有百分之多少的股份。
这个证书就叫股票。
所以，股票只是股权的一个表现形式。
就像你被工作单位录用了，给你发一张工作证，证明你是该单位职工一样，如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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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张股票，就证明你是该公司的股东了。
上市公司，就是该公司的股票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因此这时候，这家公司的股票就不印所有者的姓名了。
再说，如果你买的某公司的股票，那家公司在广西南宁，你在北京，为了100股的
股票，他们公司再把股票给你邮寄过来，也很麻烦，而且，过几天，也许你又把股
票卖给了别人，因此，上市公司就不发这种印制的股票给普通股民了，换成电脑里
面的记录就够了。
所以说，如果你买了某公司的股票，证券公司的电脑里面就有记录。
所以，当你买了该公司股票后，你就有权参加它的股东大会，也可以参加分红。
当然，如果还没有分红的时候你就把股票卖了，就分不到了。
呵呵 所谓炒股，就是在任何一家证券公司开户，成为所谓股民，这样，你就可以
随便买卖在股市上的股票了。
你10元/股的股票买了100股，就是花了1000元，过若干天以后，他如果涨到了
11元/股，你再卖掉，就得到1100元，你就赚钱了。
当然，你还要付一点手续费。
但是如果这个股跌了，价格变成 9元/股，你如果卖出，就要赔钱的。
但是，也许它再也不涨了，于是你就不可能赚钱了，这就是股市存在的风险。
由于某家上市公司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总数是固定不变的，所以除了公司第一次发
行股票的时候，大家是拿钱给该公司把股票买出来以外，其它时间，都是股民之间
的买卖，你买的股票，就是某人卖出的股票，如果你买入之后股票涨了，那么你是
幸运的，他是遗憾的。
反之，你买入股票后，该股票下跌了，那么你就赔钱了，他则是逃过了一劫。
股市的操作原则非常简单：低买高卖。
不过，做起来很难。

六、股票的盈亏原理是什么？

炒股有两个利润来源：一、当你买入一个公司的股票后，你就大大小小是个股东了
，如果公司效益好，那么作为股东，你就会得到收益。
这是价值投资。
二、中国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太少了，所以中国股市更多的收益来源于低买高卖的价
差。
那么这就是你所谓的财富重新分配了，就看谁看得准、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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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炒基金赚钱的原理是什么？

炒基金赚钱的原理是基金公司拿募集的钱去投资，比如建设项目，股票，国债等方
面获得收益后，扣除基金运营成本，就是基金经理等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是交税剩
余的收益就计入基金净值或分红基金价格就会涨

八、股票靠什么赚钱

低吸高抛。
赚钱之前先要想着控制风险。
炒股首先要学习的是控制风险，控制风险是第一位的，只有控制风险你才能在股市
上活着，在股市上活着才能赚钱。
一定要分析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若风险承受能力低，就买入一些稳定性高的股票
，不会大起大落。
炒股的方法有很多长线短线、技术、估值，仓位控制等等都要根据你具体的情况自
己选择，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但大致的一般原则如下你要先有个银行账户，然后你带着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去证
券公司开户。
办理第三方管存。
回家到证券公司的网站下载相应的炒股软件，安装就可以在家里炒股了。
理论结合实践，理论先行。
先找关于长短线操作的理论书籍和文章认真学习，然后用实践来检验。
建议去游侠股市做下模拟交易，是个免费的模拟炒股平台，有详细的新手操作指南
和股票入门知识，对新手入门很有帮助。
其实炒股学起来容易，门槛低，但掌握精髓很困难。
炒股的方法有很多，但无论如何炒都要记住以下“铁律”：1：不要借钱炒股2：不
要碰权证等衍生品3：无论是玩技术，还是玩价值，还是技术价值复合型，都不要
做听消息型。
做股票心态第一，对经济大势的判断第二，对公司的了解第三，运气第四。
对于股市新手有以下思路也许可以借鉴：首先先别急于实际操作买卖股票。
实际操作买卖股票之前要理论先行。
先找些关于股票理论的资料书籍认真研读一下。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总结经验，经验升华出新理论，新理论指导下一步实践⋯⋯
推荐相关书籍：《股市操练大全》也许适合你，一共应该有四册。
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
另外建议看看《格雷厄姆投资指南》《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江恩 -
股市定律(中文版)》等书籍，在网上应该都找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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