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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炒股总是亏钱呢|炒股为什么亏损呢？-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票会赔钱？

炒股会赔钱原因如下： 一、不及时止损。
很多人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心太软，下不了手。
炒股绝对要有止损点，因为你绝不可能知道这只股票会跌多深。
证券投资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不是头脑聪明、思维敏锐，而是要有止损的勇气。
二、总想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本来通过基本面、技术面
已经选了一只好股票，走势也可以，只是涨得慢些，便耐不住性子，通过打听消息
想抓只热门股先做一下短差，再拣回原来的股票。
结果往往是左右挨耳光。
这种慢车换快车的操作难度很大，且必然要冒两种风险：热门股被你发现时必定已
有一定的涨幅，随时会回落；
基本面、技术面较好的股票在经过小幅上涨或强势整理后随时会拉长阳，抛出容易
踏空。
一旦短线失败，又不及时止损，后面的机会必然会错过。
2、很多人都认识到高抛低吸、滚动操作可获得较大的利润，也决心这么做，可一
年下来，却没滚动起来，原因就是抛出后没有耐心等其回落，经不住诱惑又想先去
抓一下热点，做短差，结果适得其反。
3、一年到头总是满仓。
股市呈现明显的波动周期，下跌周期中，90％以上的股票没有获利的机会。
可不少股就是不信这个邪，看着盘面上飘红的股票就手痒，总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
己也可以买到逆势走强的股票，天天满仓。
本想提高资金利用率，可往往一买就套。
毕竟能逆势走强的股票是少数，而且在下跌周期中经常是今天强明天弱，很难操作
。
另外，常满仓会使人身心疲惫，失去敏锐的市场感觉，错过真正的良机。
许多股钱在手里放不住三天，生怕踏空，究其心理就是想追求利润最大化。
其实每年只要抓住几次机会，一个时期下来收益就相当可观，如果一心想追求利润
最大化，就会像熊瞎子掰苞米，最终往往反而是利润最小化。
股市是一个充满机会、充满诱惑，也充满陷阱的地方，一定要学会抵御诱惑，放弃
一些机会，才能抓住一些机会。
三、不相信自己，却轻信别人。
不少散户通过学习，掌握了很多分析方法和技巧，具有一定的分析水平。
四、利用已经公开的消息或题材做短线。
虽然谁都知道见利好出货，可很多散户看到某公司年报优良或有重组消息公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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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禁不住要挂单买进，本想当天涨停价买进，第二天开盘冲高时抛80％以上的结
果是在高位套牢。
不可否认，现在市场还不规范，业绩优良的年报公布前股价都会有很大的升幅。
五、四处打探消息，把道听途说的传言作为选股的依据。
这样最容易成为庄家出逃时的牺牲品。

二、炒股为什么亏损呢？

股市中，10个人炒股往往平均是1人赚，2人平，7人亏。
炒股亏钱的原因有很多：1、对市场知之甚少投资是一种职业，成功的投资者应该
像所有其他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律师、医生和科学家一样，在开始赚钱以前，都应
对自己的追求和职业进行多年的学习和研究。
大多数人买卖股票是因为他们希望股价上涨并从中获利，并往往按小道消息，或他
人的想法购买股票，而自己并没有关于股票涨跌的具体知识。
于是，他们盲目地进入市场，对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全然不知，更不能及时改正。
最后，他们卖出股票是因为害怕股价再跌，所以常常卖在底部区域，结果在错误的
时间脱身。
他们没有意识到，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1333365663431操作股票是
一种工作或专业，对专业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要想在股票交易中获利，必须先从炒股入门知识开始学习，循序渐进，才能
成为炒股高手。
2、交易过度或买卖过于频繁假如一个投资者一年交易200次，一次买卖股票交易费
用为千分之五，一年的费用支出就是千分之五的200倍，结果是百分之一百，相当
于初始资本金额。
即使在交易中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是损失也会不小。
而且买进卖出的次数越多，改变自己判断的次数也越多，出现错误的概率也越高。
因此，降低出现错误的频率和减少损失与提高成功的概率同样重要。
如果投资者还进行杠杆交易，一旦出现错误，就会对投资者所拥有的资本造成更大
的危害。
3、多数投资者没有止损意识止损是股票投资中最重要的一课。
钱赚不完，但却会亏完。
所谓止损，实质上就是改错。
比如说，当事后发现一笔买入的假设或依据不成立，或者说发现自己当初的判断是
错误的，就应该卖出。
止损的设置有赖于你的入市条件的设置和如何确定入市条件在何种状况下判定为不
成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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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设置具体的止损位需要自己才能确定，这是因人而异的。
望采纳

三、为什么我的股票老是亏钱呢

股票市场是主力机构与散户的搏亦，主力机构不论是在消息或是资金方面都处于领
先地位，所以主导着股票的走势，有赚钱的必然就有亏钱的，他们就是赚取了大多
数散户的钱。
很多新股民都是受股市大涨的狂热气氛和赚钱效应影响而盲目入市，入市后迫不及
待的寻找那些正在快速拉升的股票买入，这时股票走势看似非常好，但是股价实际
上已经很高了，主力获利巨大。
主力也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或借助利好散户的疯狂抢盘，这正是主力出货的好机会
。
所以这些股民刚买入股票就会被套，而且几乎没有解套的的机会，这样的股民怎能
不亏钱。
还有些股民，自以为成了短线高手，于是频繁操作，追逐热点。
结果，一买就套，一卖就涨，变成追涨杀跌。
这样连连的亏损，造成心态不稳，以至心灰意冷，割肉出局。
而且主力机构做庄的操作手法是不会一成不变的，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够踏准节奏赚
到利润。

四、炒股亏损的原因有哪些？

总结一下，有俩个原因： 外因
大环境不好，整体市场处于下行通道，可盈利的机会少之又少。
大多数股票都在往下走，抓住网上走的概率就小。
内因 a.选股的问题，没有抓住股票涨升的规律。
盲目出击。
b.操作的问题。
没有踩好节奏，还上的时候没上，该下的时候犹豫。
c.心态的问题。
这个是关键，猴急猴急的老想换股。
d.技术的问题。
不多解释了，技术高手很少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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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吧，这些都是关键。
能闻到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在反思了，很有进步。
。

五、为什么在股市里总是亏钱

用以下三个标准评分。
第一，有没有比较法则选股的能力，这个占投资能力评分的30%，如果你有这知识
和技巧，就可以选到板块的指标股，那么会他涨板块涨，他跌板块跌，他盘整板块
盘整，比如酿酒的贵州茅台，保险的平安，家用电器的美的，电器仪表的海康威视
。
通常他们的涨幅会是板块的3到5倍如果是板块涨跟涨的个股，涨幅会和板块趋向一
致，但板块跌的时候会比板块多。
如果是落后于板块的股票，板块涨他不涨，那么当他补涨大涨甚至涨停，那基本就
是这一个板块涨升的末端，之后板块下跌，他会跌最重但往往没有这些知识的投资
者大部分会选跌的很低很便宜的股票，但基本这种大盘涨他不怎么涨。
盘整或者下跌，他就跌的很厉害。
第二，有没有利用正确技术分析筹码分析针对不同主力类型计算合理买卖点的能力
，这个占评分的30%.比如走大蓝筹白马股的行情中，对美的，中国平安这种国家队
外资法人机构为主力的股票，你沿着六十日均线买就没错。
大概率赚钱。
而游资，私募，牛散之类操作的中小盘股票，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巧判断。
第三，有没有科学的止损止盈策略，和严格按照纪律执行操作。
这个占评分的40%，一切技术分析都在纪律之下。
拥有这些专业知识和技巧可以赚钱没有的话听消息凭感觉以赌博心态炒股，十赌九
输

六、为什么股票会赔钱？

七、为什么在股市里总是亏钱

                                                  页面 4 / 7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用以下三个标准评分。
第一，有没有比较法则选股的能力，这个占投资能力评分的30%，如果你有这知识
和技巧，就可以选到板块的指标股，那么会他涨板块涨，他跌板块跌，他盘整板块
盘整，比如酿酒的贵州茅台，保险的平安，家用电器的美的，电器仪表的海康威视
。
通常他们的涨幅会是板块的3到5倍如果是板块涨跟涨的个股，涨幅会和板块趋向一
致，但板块跌的时候会比板块多。
如果是落后于板块的股票，板块涨他不涨，那么当他补涨大涨甚至涨停，那基本就
是这一个板块涨升的末端，之后板块下跌，他会跌最重但往往没有这些知识的投资
者大部分会选跌的很低很便宜的股票，但基本这种大盘涨他不怎么涨。
盘整或者下跌，他就跌的很厉害。
第二，有没有利用正确技术分析筹码分析针对不同主力类型计算合理买卖点的能力
，这个占评分的30%.比如走大蓝筹白马股的行情中，对美的，中国平安这种国家队
外资法人机构为主力的股票，你沿着六十日均线买就没错。
大概率赚钱。
而游资，私募，牛散之类操作的中小盘股票，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巧判断。
第三，有没有科学的止损止盈策略，和严格按照纪律执行操作。
这个占评分的40%，一切技术分析都在纪律之下。
拥有这些专业知识和技巧可以赚钱没有的话听消息凭感觉以赌博心态炒股，十赌九
输

八、为什么有的人炒股一直会亏损？

关于人们炒股赔钱的原因，个人曾经认真思考过，毕竟每个进入股市的人都希望自
己赚钱，谁都不喜欢赔钱，即便经济上能承受，面子上也不好过。
思考的结果是人们炒股亏钱的原因有许多，比如：心理上的，能力上的，知识上的
，努力上的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散户亏钱。
而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心理层面出现的误区：1自诩聪明，几乎所有进入股市
的散户都会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更聪明。
2听信消息，散户特别容易出现过度的关注与听信消息的现象，而这些消息往往会
使散户进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3羊群效应，哪怕是一只非常好的股票，散户也往往会因为大家说它不好而卖出这
支股票。
而且更有意思是，这三种特质往往会出现的同样一类人的身上。
这类人，在入市之前都自诩聪明，而做决策时又都会听信消息，而且很容易受到波
动的干扰 ，尤其是市场下跌时大多数散户行为的干扰。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在炒股时通常以亏损收场。

                                                  页面 5 / 7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不能够在股价波动时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么
，建议还是不要轻易进入股票投资市场。

九、炒股为什么亏损呢？

股市中，10个人炒股往往平均是1人赚，2人平，7人亏。
炒股亏钱的原因有很多：1、对市场知之甚少投资是一种职业，成功的投资者应该
像所有其他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律师、医生和科学家一样，在开始赚钱以前，都应
对自己的追求和职业进行多年的学习和研究。
大多数人买卖股票是因为他们希望股价上涨并从中获利，并往往按小道消息，或他
人的想法购买股票，而自己并没有关于股票涨跌的具体知识。
于是，他们盲目地进入市场，对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全然不知，更不能及时改正。
最后，他们卖出股票是因为害怕股价再跌，所以常常卖在底部区域，结果在错误的
时间脱身。
他们没有意识到，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4b893e5b19e31333365663431操作股票是
一种工作或专业，对专业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要想在股票交易中获利，必须先从炒股入门知识开始学习，循序渐进，才能
成为炒股高手。
2、交易过度或买卖过于频繁假如一个投资者一年交易200次，一次买卖股票交易费
用为千分之五，一年的费用支出就是千分之五的200倍，结果是百分之一百，相当
于初始资本金额。
即使在交易中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是损失也会不小。
而且买进卖出的次数越多，改变自己判断的次数也越多，出现错误的概率也越高。
因此，降低出现错误的频率和减少损失与提高成功的概率同样重要。
如果投资者还进行杠杆交易，一旦出现错误，就会对投资者所拥有的资本造成更大
的危害。
3、多数投资者没有止损意识止损是股票投资中最重要的一课。
钱赚不完，但却会亏完。
所谓止损，实质上就是改错。
比如说，当事后发现一笔买入的假设或依据不成立，或者说发现自己当初的判断是
错误的，就应该卖出。
止损的设置有赖于你的入市条件的设置和如何确定入市条件在何种状况下判定为不
成立的依据。
因此，设置具体的止损位需要自己才能确定，这是因人而异的。
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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