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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炒股那么厉害-
为什么炒股厉害的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票牛这么火？

关于“为什么股市里用牛和熊表示涨跌”有很多种说法，我偏向于下面这种解释：
在表现股市涨跌时，十八世纪的洋人选择了“牛”和“熊”这两 个物种。
因为在西方古代文明中，牛代表着力量、财富和希望，而熊
代表着抑制狂热、消化自身、见机重生。
对古代猎人们来说，公牛的血可餐，骨头可以制成矛头、鱼钩等，
而牛皮可以制成衣服和帐篷，因而公牛就代表财富。
在古罗马传说中， 有个受人尊敬的米捉尔神，将一头逃走的烈性牛屠杀。
野牛被杀后，
它的肉身化成覆盖大地的植被，它的脊柱化为小麦，它的血管化为藤
类植物，它的精子变成各种对人有益的动物。
牛牺牲了自身，但使万 物获得诞生。
正因如此，古罗马人对牛有无限的崇拜。
人们用“牛市” 表示股市上升之势，代表了一种对财富的期盼。
熊也是古代西方人崇拜的对象。
美洲和欧洲的许多人认为熊具有 强效的治病功能。
熊每逢冬季要冬眠5个月。
在冬眠期内，熊可以随时 清醒，甚至可以怀孕育崽。
当春天来临，熊再返地面。
人们用“熊”表示跌市，其深远意义在于：股市的调整是不为人
们的意志所左右的（像熊一样不能驯化），熊市是牛市的消化，使之 再度循环。
熊是投资者的治疗医生，教人们控制自己无止境的欲望，
教人们怎样像熊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从喧嚣中归隐起来，耐心等待，
冷静地思索并保持高度警惕，直到重生机会的。
后来有人说因为牛是往上攻击
(牛角往上顶)，所以代表多头市场，代表利多和股价往上走；
熊是往下攻击 (熊掌向下挥)代表空头市场，代表利空和股价下跌。
希望能帮到你。

二、炒股为什么有人赚上百万有人亏上百万？

                                                  页面 1 / 3



为什么炒股厉害的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    gupiaozhishiba.com
 

股票市场上的盈亏是很正常的。
有人赚上百万有人亏上百万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赚的，是具有很强的分析
能力，赔的，可能是盲目跟风或者分析操作失误导致的。
2、赚的，可能获得了很多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内幕信息；
赔的，可能听信了他人的言论。
3、赚的，可能处于股市整体上升期即牛市；
赔的，有可能处于股市的低迷徘徊期，整体行情不好。
至于达到盈亏值达到百万，通常是因为资金投入量很大。

三、为什么炒股厉害的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

那倒也不一定的，有些人股龄长了，也有自然对股票分析的够透彻点了，或者有些
人就是因为赚的多了，就被人家认为是高手了，他们中也不一定全都是高学历高智
商。
如果你也想成为高手的话，你可以去 爱财部落 先锻炼下自己的能力的。
多练练，多和人家交流交流！

四、为什么很正常一个人，一炒股就疯狂了

用户注意，部分人群在进行炒股活动中，精神非常投入，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很大
麻烦，这类人群有普遍的焦虑症，建议不要进行炒股。

五、股票知识如此复杂，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炒股?

如果你觉得复制一定是你学了，江恩，波浪，或缠论这类理论。
股票很简单，技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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