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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都赔钱为什么人们还要买基金——基金为什么会赔钱-
股识吧

一、基金为什么会赔钱

这位朋友您记住是投资就有风险，无论是股票还是基金以及黄金等。
只不过它们的风险程度不同罢了。
你要记住一点，回报率越高风险越大。
基金也分好几种，比如股票型的、偏股型的，混合型的，指数型的、债券性的等等
，他们的风险程度各不相同，收益程度也是不相同的，震荡的股市或熊市当中股票
型的基金收益率都会降低或赔钱，债券型、混合型的要好一点，这要看你的喜好或
者风险承受能力了。
基金属于长线投资的品种，你大可不必向投资股票那样天天看它，选好了组合后半
月、一个月、半年看一下都可以的。
看你问的问题说明你对基金不了解，你最好学一学理财方面的知识，否则不会赚大
钱的！建议你做定投基金对你要好得多。
只是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二、基金为什么会赔钱

这位朋友您记住是投资就有风险，无论是股票还是基金以及黄金等。
只不过它们的风险程度不同罢了。
你要记住一点，回报率越高风险越大。
基金也分好几种，比如股票型的、偏股型的，混合型的，指数型的、债券性的等等
，他们的风险程度各不相同，收益程度也是不相同的，震荡的股市或熊市当中股票
型的基金收益率都会降低或赔钱，债券型、混合型的要好一点，这要看你的喜好或
者风险承受能力了。
基金属于长线投资的品种，你大可不必向投资股票那样天天看它，选好了组合后半
月、一个月、半年看一下都可以的。
看你问的问题说明你对基金不了解，你最好学一学理财方面的知识，否则不会赚大
钱的！建议你做定投基金对你要好得多。
只是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页面 1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三、既然个人可以买股票为什么还要买指数基金或者股票基金

自己买卖股票是自己打理，有些人受制于时间，有些人受制于技能，所以会需要专
业人士来操作。
至于指数基金，是因为历史数据显示，很多基金经理是跑不赢大盘的，那么定期投
资指数基金长期来说就能获取不错的回报，而且费用也比较低。
跟供需理论一样，有需求就有供给。

四、为何买基金亏的比我买股票还厉害？基金经理是如何选择股
票的。

基金同样可以亏损很大的，

五、股票型基金的问题。如果我买齐和这只基金持仓相同的股票
，为什么还要买基金呢？

你好，因为你看到的基金持仓都是历史的数据，基金的季报都是延迟约一个月公布
，无法知道基金即时的仓位和加仓减仓情况。
比如7月中下旬公布二季度公告，数据截止到6月30日为止，对一些喜好短线操作，
换手率高的基金，持仓过一个月经常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季报只公布前十大重仓，其余信息你一概不知。
一个基金往往持有上百只股票，除非你有内目消息，可以买齐和这只基金持仓相同
的股票，同时和基金同步操作，但这基本上就是老鼠仓了，属于违法行为。
只有基金半年报，年报才会公布详细持仓数据，但一般过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才能
看到。
只能参考，没什么实际意义。
码字不易，有问题可以追问如有帮助还请采纳为满意回答，百度知道基金总排名第
三csdx7504

六、股票型基金的问题。如果我买齐和这只基金持仓相同的股票
，为什么还要买基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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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因为你看到的基金持仓都是历史的数据，基金的季报都是延迟约一个月公布
，无法知道基金即时的仓位和加仓减仓情况。
比如7月中下旬公布二季度公告，数据截止到6月30日为止，对一些喜好短线操作，
换手率高的基金，持仓过一个月经常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季报只公布前十大重仓，其余信息你一概不知。
一个基金往往持有上百只股票，除非你有内目消息，可以买齐和这只基金持仓相同
的股票，同时和基金同步操作，但这基本上就是老鼠仓了，属于违法行为。
只有基金半年报，年报才会公布详细持仓数据，但一般过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才能
看到。
只能参考，没什么实际意义。
码字不易，有问题可以追问如有帮助还请采纳为满意回答，百度知道基金总排名第
三csdx7504

七、都说买基金的人是傻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还在买基金呢?

平心而论，如果你是以一种投资的心态去购买的话，那么买基金是会为你带来增值
收益的但是如果只是一种赌博心态，或者说是投机心态的话，买基金都是会要亏钱
的。
所以先看看你是以一种什么心态购买：是别人说赚钱，你就不加思索不计风险的去
买基金；
还是想到了可能会出现的现象，配合自己的理性和投资心理购买

八、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买基金啊 基金是干什么用的？

类似股票，但风险比股票要小的投资项目。
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证券投资基金可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
基金、混合型基金等。
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
80% 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
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债券、
股票基金规定的，为混合基金。
从投资风险角度看，几种基金给投资人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
其中股票基金风险最高，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最小，债券基金的风险居中。
相同品种的投资基金由于投资风格和策略不同，风险也会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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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股票型基金按风险程度又可分为：平衡型、稳健型、指数型、成长型、增长型
。
当然，风险度越大，收益率相应也会越高；
风险小，收益也相应要低一些

九、为什么大多数人炒股都赔钱

事实上，只要我们一进证券交易所，就有“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标语，但
是真正体会它含义的人却没有几个。
同时，在股市里面，人人都知道，炒股票赢的概率是很小的，往往是“一赚二平七
亏”的概率。
那为什么还要一直坚持炒股，穷尽一生也不舍离开呢?
第一，多数股民都是牛市接近尾声的时段开始进入股市的。
这时候，你身边周围的人都炒股赚了钱，由于赚钱效应，才使很多人开始参与股市
，成为新股民。
在牛市的最后一段周期内，凡是买了股票的人都能赚到钱，所以，新进入股市的股
民此时都赚了不少钱。
他们开始后悔自己进入股市的时间太晚，要是早点进入A股市场，自己就可以成为
职业股民，早就不用按时上班，去拿一份死工资。
千层金股票配资平台 第二，牛市一旦构筑中长期顶部后，开始出现下跌，有的时
候还会出现大跌，但是新股民并不害怕。
他们坚信，股市越是下跌，越是他们炒底股市的好机会。
于是，在牛市结束之后，熊市的初始阶段，他们还在不断的增加仓位，希望第二波
牛市，能获得更好的赚钱效果。
第三，随着熊市的跌迭不休，股民们终于知道这轮股市下跌，已经是熊市开始，但
即使这样也不能离开股市，更不能停止炒股。
因为从高位接盘一路跌下来，自己的股票价格已经跌去了六七成之多。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下一轮牛市到来，自己能减少一些损失就好了，最好能把本
金还给我就好了。
第四，还有很多股民在股市中喜欢做短线交易，一般股民持股的周期不会超过一周
。
在炒短线的股民看来，短线交易也不是每次都输钱，做短线也有赢钱的时候，于是
他们就深陷在股市之中，频繁操作。
渐渐的做短线操作也上瘾了，几天不炒股票都会茶饭不思。
但是，短线交易要是时间长了，肯定不会有赢家。
因为你短线交易即使赢了10次，只要有一次输钱，就把前面的利润全都抹去。
在A股市场，很多人炒股的最终结局是赔掉本金，输光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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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还是要坚持炒股。
因为，新股民刚开始是想改变命运而来，别人说什么也听不进去的。
而老股民已经套住了这么多年了，他们炒股也是为了少受点损失就退出了。
此外，还有做短线的股民，他们整天追涨杀跌，研究盘面情况，他们觉得在股市中
有赚有亏很刺激，甚至炒股已经上瘾，却不能自拔。
所以炒股天天要赔钱，但就是会有很多人还是始终离不开股市，这就是股市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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