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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赚的钱从哪里来的__在股市中大家都赚钱的话，那
么这钱是从哪里来的？-股识吧

一、从股市赚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除了分红派息和手续费部分，股市就是0和游戏，即所有参与者的盈亏综合为0，所
以你赚的钱就是别人亏的钱。

二、在股市中大家都赚钱的话，那么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一、在股市里面赚钱的有三类人：
1、靠吃红利的人，这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价值投资者。
2、靠做分析报告给别人推荐股票而自己从来不买的人，股票市场的专业从业人员
就是这类。
3、自己动手买卖股票并且靠股价的波动赚取收益的人。
看你说的是哪类想做哪类。
一般的庄家和散户均属于这类，也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的投机者。
二、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不可能所有人赚。
股票的赚钱与否只能靠买入和卖出的差价来决定，因此当一个人赚钱的同时（即他
卖出了股票，而且卖出价位高于买入价位），会有另外一个人以同样的价格买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会存在所有人赚钱。
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划定一个期限，那么在这个期限
内，始终是买的人多余卖的人，那么光看已经卖出的人的情况，肯定是所有人都赚
钱了。
三、股票是通过买入与卖出的差价产生收益。
一般股民或是百姓，认为高抛低买，产生价差，就是收益。
诸不知；
短线操作除了税金、手续费外，挣不了几个钱。
因为；
高价有更高价，低价有更低价。
短线操作经常出现持仓成本愈垫愈高的窘境。
只要一次大跌技术性修正，非常可能就步入亏钱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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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市赚的钱从哪里来的

比如一只股票，您5元买入，6元买出，赚了1元钱。
但是也有人运气不好，5元卖了，6元又买了回来，多花了1元钱。
这一元钱其实被您赚走了。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买了股票后一直持有，那么他就赚不到价差。
但是股票每年都有分红，如果他持有10年，累积下来的红利也是可观的收入。
这种人是长线投资，赚的是公司的盈利，而不是短线的价差。

四、从股市上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请高手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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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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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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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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市中股民赚的钱从哪来，亏的钱又到哪里去了？

国家和上市公司和券商就是合伙开麻将桌的老板散户和机构就是打5麻将的人，随
便你们怎么打，谁输谁赢买筹码是必须花钱买上市公司的，而且是没有退的，只能
转手卖他人买卖股票必须是要交手续费的，交给国家和证券公司也就是说打麻将的
人随便输赢，桌子费还是要给的总之没到最后不知道谁输谁赢根据十赌九输和大鱼
吃小鱼的道理来看国家，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是稳赚的，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散户
大部分都是亏的，亏的多的是大部分，亏的少的是少部分，能赚的很少很少实力机
构大部分也是赢利的，也市场有缺陷，他们有专业

六、炒股究竟是怎样盈利的，赚的钱是从哪来的？

炒股盈利的本质是赚取股票的价格差，当股价上涨高于购买价，此时，股票持有者
抛售股票就会实现盈利；
反之，当股价下跌低于购买价时，股票持有者抛售股票就会亏损。
炒股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证券市场的买入与卖出之间的股价差额，获取利润。
股价的涨跌根据市场行情的波动而变化，之所以股价的波动经常出现差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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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资金的关注情况，他们之间的关系，好比水与船的关系。
水溢满则船高，（资金大量涌入则股价涨），水枯竭而船浅（资金大量流出则股价
跌）。
扩展资料：判断卖出：1、阶段高位十字星和长上影线：上升通道的股票在一定涨
幅后，会出现放量滞涨的情况，尤其当日K线出现十字星或长上影线的倒锤形阳线
或阴线时，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这种图形一般说明有人选择在拉高出货，冲高回落的走势也说明下方承接买盘也不
强，升势将尽，老道的投资者更多会选择卖出股票。
2、双头、多头排列：投资者经常会碰到M型头或者多头排列的K线图形，这也是重
要的见顶抛出信号。
当股价经过一轮上涨回落后，再次反弹是不能有效突破前期高点时，往往就形成了
第二个头，此时应选择卖出。
判断双头和多头的重要依据是波段高点和成交量。
M字形头部一般右峰低于左峰，有时也会有例外，关键看成交量，如果成交量不配
合，可能为诱多，投资者一定要小心。
这种图形的演变还有头肩顶、三重顶、圆形顶等，但只要跌破颈线支撑都应及时卖
出了结。
3、均线系统：均线系统是“势”的重要参考指标。
均线系统也是判断头部的重要依据。
上升通道的股票均线都是多头排列，短期均线在上，长期均线在下。
但如果一旦股价开始跌破诸如5日、10日等短期均线，而且短期不能收复时，就要
引起警惕。
如果随后几天中长期的均线也被带量跌破，就更加确定头部迹象，此时应该坚定卖
出。
均线空头排列一旦形成，下降趋势就开始确立，投资者应耐心等待持币观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炒股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股票

参考文档

下载：股票上赚的钱从哪里来的.pdf
《增发股票会跌多久》
《股票公告减持多久可以卖》
下载：股票上赚的钱从哪里来的.doc
更多关于《股票上赚的钱从哪里来的》的文档...

  

                                                  页面 4 / 5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read/50500533.html&n=股票上赚的钱从哪里来的.pdf
/read/8636.html
/read/9064.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read/50500533.html&n=股票上赚的钱从哪里来的.doc
https://www.baidu.com/s?wd=%E8%82%A1%E7%A5%A8%E4%B8%8A%E8%B5%9A%E7%9A%84%E9%92%B1%E4%BB%8E%E5%93%AA%E9%87%8C%E6%9D%A5%E7%9A%84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股识吧】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read/5050053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5 / 5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read/50500533.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