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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为什么越补仓越跌⋯股票套牢为什么要补仓-股识吧

一、股票为什么老跌呀？越跌越补，越补越跌

朋友：补仓的方法不可取。
应该选择合适的买点，做短线把持仓成本降下来。

二、股票为什么老跌呀？越跌越补，越补越跌

朋友：补仓的方法不可取。
应该选择合适的买点，做短线把持仓成本降下来。

三、股票为什么要补仓

在股价跌下去时补仓，降低了每股成本。
后续反弹就容易回本。

四、股票跌了为什么还要补仓

股票补仓是指投资者在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的基础上，又买入同一股票。
补仓是被套牢后的一种被动应变策略，它本身不是一个解套的好办法，但在某些特
定情况下它是最合适的方法。
补仓，就是因为股价下跌被套，为了摊低该股票的成本，而进行的买入行为。

五、股票套牢为什么要补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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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套牢补仓的目的是拉低成本，这样你就可以早点解套，早点赚钱。
大个比方:某只股票你最初是30元买入1000股，由于市场原因股价下跌较多（假如由
于股票本身原因，你就没有必要补仓了，割肉算了），比如现在股价是10元，为了
及早解套，你又买入2000股，那么你的成本是30*1000*1.002（佣金+印花税）+2000*
10*1.002=50100元，50100/3000=16.7元如果股价回升至16.7元之上，你就能扭亏为盈
。
这就是补仓的目的。
注意，补仓是不得以为之，不能以此为乐。
一买就赚钱多好。
建议可以跟着一些实战派高手学习，可能更好一些。
可以到牛人直播上选择一些老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六、为什么股票补仓后的成本价却越来越高

因为成本价=（第一次买入成本价*第一次买入的
盈利和亏损都是计入到所持有的股票里面，取不出来的。
补仓指投资者在持有一定数量的某种证券的基础上，又买入同一种证券。
补仓，就是因为股价下跌被套，为了摊低该股票的成本，而进行的买入行为。
补仓是被套牢后的一种被动应变策略，它本身不是一个解套的好办法，但在某些特
定情况下它是最合适的方法。
补仓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常常运用的手段，或为降低成本，或为增加收益，当然，
最重要的是为了保障安全。
补仓属于资金运用策略范畴，因此，在何时补仓、加仓、何种股票，一定要讲究技
巧。
对手中一路下跌的缩量弱势股不能轻易补仓。
所谓弱势股就是成交量较小、换手率偏低的股票。
它在行情中的表现是，大盘反弹时其反弹不力，而大盘下跌时却很容易下跌。
一旦被界定为弱势股，则对其补仓应慎之又慎。
因为我们补仓操作不是为了进一步套牢资金，而是要尽快将套牢的资金解套出来，
在不能确认补仓之后股市会走强的前提下，匆忙在所谓低位补仓，风险其实是很大
的。
确认了强势股，敢于不断对强势股补仓才是资金增长、收益增加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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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票补仓卖出后价格为什么一直在降低，完全不是补仓的价
格，求高人指点

算总成本的啥，你卖出的利润都算在现在的持仓了的。
自然减少了。
你要在乎这个干吗。
你都卖了就留100股，成本还可以变为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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