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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怎么炒为什么总是赔钱、终于明白炒股为什么老赔钱
了-股识吧

一、为什么我买股票老赔钱

没有掌握买进的时机。
1、股价已连续下跌3日以上，跌幅已经渐缩小，且成交也缩到底，若突然变大且价
涨时，表示有大户进场吃货，宜速买进。
2、股价由跌势转为涨势初期，成交量逐渐放大，形成价涨量增，表后市看好，宜
速买进。
3、市盈率降至20以下时(以年利率5%为准)表示，股票的投资报酬率与存入银行的
报酬率相同，可买进。
4、个股以跌停开盘，涨停收盘时，表示主力拉拾力度极强，走势将大反转，应速
买进。
5、6日RSI在20以下，且6日RSI大于12日RIS，K线图出现十字星表示反转走势已确
定，可速买进。
6、6日乖离率已降至-3～-5且30日乖离率已降至-10～-15时，代表短线乖离率已在
，可买进。
7、移动平均线下降之后，先呈走平势后开始上升，此时股价向上攀升，突破移动
平均线便是买进时机。
8、短期移动平均线(3日)向上移动，长期移动平均线(6日)向下转动，二者形成黄金
交叉时为买进时机。
9、股价在底部盘整一段时间，连续二天出现大长红或3天小红或十字线或下影线时
代表止跌回升。
10、股价在低档K图出现向上N字形之股价走势及W字形的股价走势便是买进时机
。
11、股价由高档大幅下跌一般分三波段下跌，止跌回升时便是买进时机。
12、股价在箱形盘整一段时日，有突发利多向上涨，突破盘局时便是买点。

二、炒股，我玩的就是赔钱？？？

高买低卖赔钱还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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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拟炒股赚钱为什么我一实盘就亏钱

心态问题。
“模拟炒股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而我每次都不知道该
怎么回答才对。
因为这个问题无法用简单的“是”或“否”来作答，而需要详细解释一番。
所以今天就抽空写篇短文，解答一直困扰诸位朋友的这个小问题。
“模拟炒股完全没用！”有几个朋友非常肯定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
呢？一位朋友坦白地说，模拟炒股用的不是真钱，他根本不会认真去玩，都是全仓
杀入杀出，投机倒把，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他绝对不会做的操作，无论是赚是亏他
都不太在意；
另外一位朋友则说，他参加模拟炒股时是很用心分析，认真对待的，也一直能保持
盈利，但一旦投入实盘操作，却总是操作失误，亏损频频。
为什么呢？我继续追问，他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因为炒模拟盘没有心理压力，所以
发挥正常，大部分的操作都是理性操作；
而当拿着真金白银去市场上拼杀时，他总会患得患失，从而经常作出错误的判断或
选择。
对于持第一种观点的朋友，我想说的是，游侠股市模拟炒股是否有价值，完全取决
于你怎么看待它。
比如说军队训练，安排了一次彩弹野战实习，你觉得这种模拟实战的练习有没有用
？彩弹不会打死人，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练习没有意义？我估计没人会这样想，大家
依然会很认真地对待模拟实战，因为大家都清楚，如果在模拟实战中老是失败，老
是“中弹”的话，到真正的战场上就是不折不扣的炮灰了。
其实模拟炒股也一样，所谓的模拟盘，就是给你一个没有风险和压力的环境，让你
试验你的选股策略，你的操作手法等等，如果你认真对待它，它绝对不会毫无意义
的；
而如果你不认真对待，那么我承认，这样的模拟炒股也就是玩玩而已。
而对于股神在线模拟炒股游刃有余，实战成绩不如理想的朋友，也许你要锻炼的就
是你的心态。
实战会把人性的弱点无限放大，贪婪和恐惧正是阻止你盈利的最大障碍。
模拟炒股永远无法做到实战的压力，但如果你的选股策略，你的战术方针已经被模
拟炒股多次证明是正确的话，难道你在实战中不会对自己更有信心吗？如果能在模
拟盘中赚钱，而无法在实战中赚钱，那基本上就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模拟炒股对你而言，就是增强自信的途径之一。
在股市中，有信心未必赚钱，但没信心基本要亏。
因此我认为，模拟炒股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它可让新手锻炼自己的基本技能，高手
测试自己选股策略。

                                                  页面 2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四、炒股为什么会赔钱

看看中石油吧，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能回到48元的价格？？比中石油更惨的股票还有
很多，甚至退市、破产的！1、股市里流传这么一句话：七赔二平一赚。
但中国股市里，能赚钱的散户不会超过5％希望打算新入市的兄弟姐妹们能仔细思
量一下，自己凭什么进入这5％的队伍。
2、对股市新手学习的建议第一步：了解证券市场最基础的知识和规则（证券从业
资格考试中，基础和交易两科，基本就能解决这一步）第二步：学习投资分析传统
的经典理论和方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中，投资分析科目，能初步满足这步的要求
，另外还有些股市投资分析类的经典书籍，要看看）第三步：在前两步基础上，对
股市投资产生自己的认识，对股价变动的原因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理论第四步：在自
己对证券市场认识和理解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工具体系以及交易规则
3、上述过程中，去游侠股市开个股票模拟账户做模拟操作，或者用极少量极少量
的钱谨慎操作，这样理论结合实际效果会更好些。
4、股市上的绝大多数人希望直接把别人的方法拿来用，希望找到个神奇的软件或
指标来帮助自己赚钱。
这种思维是典型的以为找到屠龙宝刀就能威震江湖了，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深厚内
力和高超技艺来驾驭，屠龙宝刀比菜刀的用处多不到哪里去。
努力提升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想在股市有所造诣之人的唯一途径。

五、我炒股为什么会亏钱

没有掌握买进的时机。
1、股价已连续下跌3日以上，跌幅已经渐缩小，且成交也缩到底，若突然变大且价
涨时，表示有大户进场吃货，宜速买进。
2、股价由跌势转为涨势初期，成交量逐渐放大，形成价涨量增，表后市看好，宜
速买进。
3、市盈率降至20以下时(以年利率5%为准)表示，股票的投资报酬率与存入银行的
报酬率相同，可买进。
4、个股以跌停开盘，涨停收盘时，表示主力拉拾力度极强，走势将大反转，应速
买进。
5、6日RSI在20以下，且6日RSI大于12日RIS，K线图出现十字星表示反转走势已确
定，可速买进。
6、6日乖离率已降至-3～-5且30日乖离率已降至-10～-15时，代表短线乖离率已在
，可买进。
7、移动平均线下降之后，先呈走平势后开始上升，此时股价向上攀升，突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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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线便是买进时机。
8、短期移动平均线(3日)向上移动，长期移动平均线(6日)向下转动，二者形成黄金
交叉时为买进时机。
9、股价在底部盘整一段时间，连续二天出现大长红或3天小红或十字线或下影线时
代表止跌回升。
10、股价在低档K图出现向上N字形之股价走势及W字形的股价走势便是买进时机
。
11、股价由高档大幅下跌一般分三波段下跌，止跌回升时便是买进时机。
12、股价在箱形盘整一段时日，有突发利多向上涨，突破盘局时便是买点。

六、为什么散户炒股总是亏钱

散户为什么不赚钱：1、资金不足决定了散户的弱势。
散户的钱分散在众多的散户手中，而主力大户们的资金可以拉动股票的涨跌。
这注定了散户的被动性。
而且散户资金的不足导致发现时机而没有钱去增仓。
2、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主力，机构，大户更容易第一时间获取市场的有效信息
。
散户往往不容易获取这些信息，有时甚至获取的的是虚假信息。
3、心理上的弱势，即便散户买了一只潜力股，当股票出现大跌时，往往心理恐慌
而赶紧卖出股票。
大多数散户都追涨杀跌，盲目购买，注定成为待宰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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