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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票什么时候应该分散投资，什么时候应该集中投资？为什
么？

资金低于2K以下没有分散的必要

二、为什么股票要溢价发行呢 请做通俗解释~~

股票溢价是指股票的发行价格高于股票的面值，也称为股票溢价发行。
通俗的说，10元票面价值，以11元发行，叫溢价发行，目的是多筹点钱（增加公积
金）。
股票的票面价值又称面值，即在股票票面上标明的金额。
该种股票被称为有面额股票。
股票的票面价值在初次发行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平行发行：以面值作为发行价，
此时公司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等于股票的总和，也等于面值总和。

三、分散投资是什么意思？

分散投资也称为组合投资，是指同时投资在不同的资产类型或不同的证券上。
分散投资引入了对风险和收益对等原则的一个重要的改变，分散投资相对单一证券
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分散投资可以在不降低收益的同时降低风险。
这也意味着通过分散投资我们可以改善风险—收益比率。
证券分散投资包括四个方面：对象分散法；
时机分散法；
地域分散法；
期限分散法。
在实际操作上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方法，但唯一的目的和作用就是降低投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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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什么时候应该分散投资，什么时候应该集中投资？为什
么？

在牛市时分散投资，可获得不同收益幅度，超过集中投资获利幅度概率较高；
在熊市集中投资，可化解分散投资风险。

五、股票什么时候应该分散投资，什么时候应该集中投资？为什
么？

在牛市时分散投资，可获得不同收益幅度，超过集中投资获利幅度概率较高；
在熊市集中投资，可化解分散投资风险。

六、为什么要分散

怕全军覆没，一般三四支比较好。

七、为什么炒股要分批建仓

如果你能把握准确了可以一次性满仓嘛！不过你的一举一动都被上市公司盯着，上
市公司不达到目标会让你赢利吗？其实第一次为何不能满仓，那就是与上市公司斗
脑水的。
就如你是上市公司，有帐户进入了你股票后，你的反应是什么呢！肯定会托住，别
让进入的帐户赚钱走人了。
当然，有很多的账户进入，有的前进，有的后进，来来去去的。
上市公司以不会全都托住，他只是大体上他赚了，流露出一小部分的，那一小部分
被流露出去的同样已是赚钱的了。
就如电玩城里的沙鱼机，它有八个下注，每次转一圈只能出一个，那七个就全杀了
。
同时已是有多人下注，而且他们下大的，你下小的，因为它专杀大的，流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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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小的，所以你只能赚小的。
为什么不一次满仓就同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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