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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帮助别人炒股费力不讨好呢⋯炒股 股票
我能帮别人分析股票 而准确率 有80%
但是我自己买股票就亏 为什么-股识吧

一、为什么有的人炒股一直会亏损？

关于人们炒股赔钱的原因，个人曾经认真思考过，毕竟每个进入股市的人都希望自
己赚钱，谁都不喜欢赔钱，即便经济上能承受，面子上也不好过。
思考的结果是人们炒股亏钱的原因有许多，比如：心理上的，能力上的，知识上的
，努力上的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散户亏钱。
而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心理层面出现的误区：1自诩聪明，几乎所有进入股市
的散户都会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更聪明。
2听信消息，散户特别容易出现过度的关注与听信消息的现象，而这些消息往往会
使散户进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3羊群效应，哪怕是一只非常好的股票，散户也往往会因为大家说它不好而卖出这
支股票。
而且更有意思是，这三种特质往往会出现的同样一类人的身上。
这类人，在入市之前都自诩聪明，而做决策时又都会听信消息，而且很容易受到波
动的干扰 ，尤其是市场下跌时大多数散户行为的干扰。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人们在炒股时通常以亏损收场。
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不能够在股价波动时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么
，建议还是不要轻易进入股票投资市场。

二、在证券公司帮别人开户，别人用我的账户炒股，对我有什么
坏处？

1、借用身份证开了证券帐户，那么自己以后再没机会用个人的身份证再开证券帐
户了，一个身份证只能开一个户头。
2、如果用身份证件在农行开了帐户，那么，只要不出现恶意透支或者欠帐，那么
对信誉不影响，如果有贷款或者透支的行为发生，那么自然会记录在自己头上。
3、如果想监控，凭自己的身份证件去证券公司申请，但这不会实现的，因为这一
切虽然是用的身份证，但所有权不属于自己。
监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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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仅仅是炒股的话问题不大， 不过以后办理什么业务，可能需要亲自去营业
部办理，因为业务办理都是身份证本人。
办理授权委托，则需要去办理公证证明等。

三、为什么学金融对炒股帮助不大？

股市不是简单的金融学，而是包括心理学，哲学，等等学科的综合体，还包括你个
人对消息面的判断和敏感性

四、炒股 股票 我能帮别人分析股票 而准确率 有80%
但是我自己买股票就亏 为什么

这是人性本身的弱点，没计划好赚多少钱就退出，或者不果断退出，你就会一直继
续下去，直到你输得已经输不起的时候。
你可以去当证券经纪人啊，帮别人也可以赚钱啊！或者把钱给别人操作，你只下指
令啊。

五、为什么我帮助别人时总感觉不耐烦？

因为你根本不想帮助别人、或者是你太急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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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为什么帮助别人炒股费力不讨好呢》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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