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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为什么那么难赚—为什么炒股赚钱这么难-股识吧

一、为什么大多数人买股票不赚钱

拉高吸引散户，突然下杀制造套牢盘套住散户，然后慢慢盘整或者盘跌，让被套牢
的散户失去耐心，在低点割肉，再吸收筹码足够后，迅速拉升股价脱离成本区，然
后开始盘整，因为有强势拉升之后盘整又不跌，之前拉升太快，散户不敢买入，现
在盘整上上下下，散户开始敢买，随即再迅速拉升，让这一段盘整买入的散户庆幸
自己买对了，通常这就是股票上涨第三波的主升段。
然后再进入盘整，这里盘整的目的，是吸引新的散户买入，而因为修正幅度又不大
，之前买入的散户也不会卖出。
等买入的散户足够多，主力就会迅速的开始第五波末升段的拉升。
这里买入的散户也会和之前的散户一样，产生买对了的错觉。
于是主力在这里就开始边拉边出，因为这里的涨升不像第三波那样连续，所以在拉
的过程还会不断有散户追入。
等到主力持股出脱大半，就会开始迅速下杀股价，而之前买入的股民散户因为之前
震荡后又涨的经验，就不会卖出。
等到发现股价持续下跌到一个恐怖的位置。
散户就会开始恐慌杀跌，这时候主力又会进场快速拉升。
比如去年3373那一段，让散户以为牛市又开始，但实际这里只是ABC下杀的B波反
弹，是主力给散户错误信心的做法。
于是散户又被骗了。
于是，主力又会快速下杀出清筹码散户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被割韭菜。
要想转变去学习正确的技术面筹码面知识制定严格的止盈止损纪律
利用学会的东西建立一套高成功率的交易系统当你能长期保持小赚+小赔+大赚
自信自然就有了但是记得 只小赔 依靠的就是止损策略的严格执行买入就跌
或者买入3天不涨 代表你分析的错误
错了就要认记住学知识不是百度出来的那些大路货色而是能拉出来在行情中实证
验证 成功率在七成以上的技术分析方法举个例子阳线吞噬 就是阳包阴
无论你在哪里找的知识 都会告诉你后市看多吧但在A股二十年的统计中
阳线吞噬之后的走势 涨跌对半的概率 那么这种技术分析有用么？更不要说
如果一段上涨后出现的阳线吞噬 叫做双人殉情 后市七成要下跌
比如2638之后出现的那2次 和1月9日3147那一次相反的例子是贯穿线
后市上涨的概率超过七成 你看看创业板这几个月出现的三次贯穿线
是不是每次都出现短线反弹？ 包括这次1月17日的这还只是K线 还有成交量 筹码面
形态等等综合知识去研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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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炒股赚钱这么难

原因很多。
主要是炒股本质上是赌博，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另外，政府还要收税，证券公司
收佣金，上市公司圈钱⋯⋯。

三、股票赚钱很容易，为什么会有人说股票难做呢？

说句不好听的，你这就是个新股民。
基本没经历过熊市。
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分步减仓锁定现有利润，你肯定是不会听的。
“我觉得你只要买跌了很多的，价格很低的票，赚钱很容易，你去买价格很高的，
涨了很多的，那亏了怪谁啊，只能怪自己了”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是在今年
五月份入市的话你当时看的股票也很便宜你也会买 但是结果如何可想而只。
人是控制不了贪婪的。
当你经过一个古今未遇的大牛市的时候人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牛市之中，所以抄底
者遍体鳞伤。
你只是一个运气很好的股民，但是更多的考验在后面，“股市中不是比谁赚得更多
，而是比谁活得更长！”

四、散户要在股市里赚钱为什么那么难

拉高吸引散户，突然下杀制造套牢盘套住散户，然后慢慢盘整或者盘跌，让被套牢
的散户失去耐心，在低点割肉，再吸收筹码足够后，迅速拉升股价脱离成本区，然
后开始盘整，因为有强势拉升之后盘整又不跌，之前拉升太快，散户不敢买入，现
在盘整上上下下，散户开始敢买，随即再迅速拉升，让这一段盘整买入的散户庆幸
自己买对了，通常这就是股票上涨第三波的主升段。
然后再进入盘整，这里盘整的目的，是吸引新的散户买入，而因为修正幅度又不大
，之前买入的散户也不会卖出。
等买入的散户足够多，主力就会迅速的开始第五波末升段的拉升。
这里买入的散户也会和之前的散户一样，产生买对了的错觉。
于是主力在这里就开始边拉边出，因为这里的涨升不像第三波那样连续，所以在拉
的过程还会不断有散户追入。
等到主力持股出脱大半，就会开始迅速下杀股价，而之前买入的股民散户因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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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后又涨的经验，就不会卖出。
等到发现股价持续下跌到一个恐怖的位置。
散户就会开始恐慌杀跌，这时候主力又会进场快速拉升。
比如去年3373那一段，让散户以为牛市又开始，但实际这里只是ABC下杀的B波反
弹，是主力给散户错误信心的做法。
于是散户又被骗了。
于是，主力又会快速下杀出清筹码散户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被割韭菜。
要想转变去学习正确的技术面筹码面知识制定严格的止盈止损纪律
利用学会的东西建立一套高成功率的交易系统当你能长期保持小赚+小赔+大赚
自信自然就有了但是记得 只小赔 依靠的就是止损策略的严格执行买入就跌
或者买入3天不涨 代表你分析的错误
错了就要认记住学知识不是百度出来的那些大路货色而是能拉出来在行情中实证
验证 成功率在七成以上的技术分析方法举个例子阳线吞噬 就是阳包阴
无论你在哪里找的知识 都会告诉你后市看多吧但在A股二十年的统计中
阳线吞噬之后的走势 涨跌对半的概率 那么这种技术分析有用么？更不要说
如果一段上涨后出现的阳线吞噬 叫做双人殉情 后市七成要下跌
比如2638之后出现的那2次 和1月9日3147那一次相反的例子是贯穿线
后市上涨的概率超过七成 你看看创业板这几个月出现的三次贯穿线
是不是每次都出现短线反弹？ 包括这次1月17日的这还只是K线 还有成交量 筹码面
形态等等综合知识去研判的方法

五、为什么股票这么难做？怎么作才能够挣钱？

股票市场的设立根本不是让参与者进去里面挣钱的， 也决不是什么投资的地方。
但是，大部分参与者不明白这一点，误认为这个市场可以挣钱，自己没有挣到钱，
是因为没有技术， 有技术的人可以挣到钱。
我是1994年进入这个股票市场的，在股票初期，利用股票的先机性，挣了钱。
后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根据我在这个市场18年的经验证明，现在，在这个市场无论你通过什么方法，想得
到挣钱的目的，是痴心妄想的事情。

六、为什么股市中的钱这么难赚啊

1、负和游戏：钱越转越少(税及拥金源源不断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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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门门槛太低，太多人竞争，结果是越难赚到钱。
3、信息不对称。
4、散户实力太差。
。
。
。
。
。
。

七、股票市场为什么不好，赚钱为什么难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股市的运行靠的是经济周期及市场决定。
在中国就复杂得多，首先是政策影响，其次是资金的炒作（在A股市场中垃圾股股
价市值超过绩优蓝筹股的案例数不胜数这就是资金作用的结果），最后才是经济周
期。
为什么钱难赚，这更简单，作为一个散户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复盘，并从2千多只
个股中挑选出能上涨的股票，这相当的有难度。
但是电脑的那一端坐着的是研究生，职业操盘手，高级的股票团，别人是团队作战
，不管从资金面，消息面，价值分析层面，都与我们散户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如果自己不足够优秀，又如何从他们的嘴里抢到食吃呢？

八、为什么股票赚钱这么难啊，有知道的吗

1、负和游戏：钱越转越少(税及拥金源源不断流出)。
2、入门门槛太低，太多人竞争，结果是越难赚到钱。
3、信息不对称。
4、散户实力太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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