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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阶层如何适当投资股票--工薪阶层该如何炒股呢？如
何开户、说说流程。-股识吧

一、我是一个工薪阶层，应该怎样理财？

朋友，你好工薪阶层一般在之前一般会选择一个月存一些工资但是随着央行不断降
息，钱存在银行不再是那么保险的方法了，还不如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方法那么，
我给你的建议是：首先，要有钱做投资，这笔钱要是闲钱，要是有用的就算了，初
期做一点小额投资是比较合适的其次，投资入门是先去了解你想做的产品，比如黄
金，你要知道哪种比较合适你第三，选择合适自己的产品，一般工薪阶级，会选择
做比较灵活的产品，自己下班能够操作的，当做是一项乐趣第四：学习一些基本知
识，比如你想做一些增值保值的产品，黄金等等，你就要先学习K线最后：要是周
围有做投资的朋友，赚钱的，带一下你是最好的了呵呵，我也是自己下班版做做小
投资，算是个人经验，希望对你有用有事可以一起交流，最后祝楼主投资理财成功

二、工薪阶层如何投资理财？
要求稳一点的，象什么股票，基金之类的就不用了。

三、工薪阶层该如何投资理财？

如何理财一直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
等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给你。
以下文字绝非复制。
理财是一门严谨的学科，犹如中医一般，需要望闻问切才能提供最佳理财方案，在
理财咨询中，您需要提供收入，支出，资产（车子 房子 股票 基金 保险等），负债
以及理财目标等，专业的理财规划师才会给你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一般而言，首先，最基础的理财方式是首先要学会记账，通过记账来发现自己的收
入与支出的合理及不合理的项目，进而可以开源节流。
其次是保险的保障，保险在理财中的作用的非常大的，哪怕你赚了50万，100万，
如果没有保险的保障，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所以，拥有一定的保障是必须的，建议先从保障型保险开始，比如意外保险和健康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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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现金流的准备，根据专家的建议以及光禹理财公司的客户群来发现，一般需
要储蓄3-6个月的生活总开支来应付比如突如其来的意外，疾病，或者暂时性的失
业而导致没有收入来源。
比如我的月消费是3000，那我应该留多少备用现金？一般来说3000X3=9000元，300
0X6=18000元，则建议保留1万5左右的活期存款。
关于定存 国债和黄金。
定期存款的收益真的很低，放在银行里一天就贬值一天。
债券的收益率其实并不高，属于保值类的工具，有一些就好。
而黄金，除非你是专业的炒家或者是有百万以上资产，否则不建议资产低的人去持
有黄金来保值。
关于基金定投，是要高风险高收益还是稳健保本有收益。
前一种买股票型基金，后一种买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
确定了基金种类后，选择基金可以根据基金业绩、基金经理、基金规模、基金投资
方向偏好、基金收费标准等来选择。
基金业绩网上都有排名。
稳健一点的股票型基金可以选择指数型或者ETF.
定投最好选择后端付费，同样标的的指数基金就要选择管理费、托管费低的。
恕不做具体推荐，鞋好不好穿只有脚知道。
一般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投资方式有两种，单笔投资和定期定额。
所谓基金“定额定投”指的是投资者在每月固定的时间（如每月10日）以固定的金
额（如1000元）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中，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方式。
由于基金“定额定投”起点低、方式简单，所以它也被称为“小额投资计划”或“
懒人理财”。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具有类似长期储蓄的特点，能积少成多，平摊投资成本，降低整
体风险。
它有自动逢低加码，逢高减码的功能，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化总能获得一个比较低
的平均成本，
因此定期定额投资可抹平基金净值的高峰和低谷，消除市场的波动性。
只要选择的基金有整体增长，投资人就会获得一个相对平均的收益，不必再为入市
的择时问题而苦恼。
关于股票。
股票是可以获得高收益的，也是收益性产品中不可缺少的理财工具之一。
但是，一般而言，在股市里能够赚到钱的只有四种人，1 机构投资者，2
职业操盘手，3 多年的资深股民，4 学会借助别人力量的人。
此外，如果能够赚钱，仅仅是因为运气，如果前边的三种赚钱的人你做不到，不妨
做第四种，学会借助别人力量的人。
借助光禹理财优秀的操盘手的力量，更轻松的从股市中赚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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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是一个工薪阶层的青年，月工资3500左右，想买股票，但
是不太懂，想请教开户以及选股卖股的相关知识！

你跟大多数的散户一样，工薪阶层不高不低，开户很简单，你找一家证劵公司那里
面有负责人教你怎么开户，然后你拿着他们给你证明和账户资料去银行把证劵资金
账号和你的银行卡号绑定起来（银行柜台会教你），然后就把银行里面钱转来到资
金账号上面，就可以买股票了；
选股是一件高难度的活计，你要有技术和经验才能选到好股票的，刚入市一定要少
买一点，买一手就行了，等你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能力以后再买大，你可以先
去图书馆看几本股票方面的书籍，那上面还有图形结合，很好理解的；
现在经济不好，建议你不要入市

五、对于工薪阶层的我们来说，怎么样投资更合理?

单身期 2-5年，参加工作至结婚，收入较低花销大，这时期的理财重点不在获利而
在积累经验。
理财建议：60%风险大、长期回报较高的股票、股票型基金或外汇、期货等金融品
种，30%定期储蓄、债券或债券型基金等较安全的投资工具，10%活期储蓄以备不
时之需；
家庭形成期
1-5年，结婚生子，经济收入增加生活稳定，重点合理安排家庭建设支出。
理财建议：50%股票或成长型基金，35%债券、保险，15%活期储蓄，保险可选缴
费少的定期险、意外险、健康险；
子女教育期 20年，孩子教育、生活费用猛增。
理财建议：40%股票或成长型基金，但需更多规避风险，40%存款或国债用于教育
费用，10%保险，10%家庭紧急备用金；
家庭成熟期
15年，子女工作至本人退休，人生、收入高峰期，适合积累，重点可扩大投资。
理财建议：50%股票或股票类基金，40%定期储蓄、债券及保险，10%家庭紧急备
用金。
接近退休时用于风险投资的比例应减少，保险偏重养老、健康、重大疾病险，制订
合适的养老计划；
退休期 投资和消费都较保守，理财原则身体健康第一、财富第二，主要以稳健、
安全、保值为目的。
理财建议：10%股票或股票类基金，50%定期储蓄、债券，40%活期储蓄，资产较
多者可合法避税将资产转移至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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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为普通工薪阶层，手里有点闲钱真的适合投资股票么？

不要参与股票。
太危险了。
工薪阶层保本最最重要。

七、工薪阶层的人群适合投资炒股吗？听说炒现货不错，是真的
吗？

炒股要看你的预期收益以及你自己的操作方式，和处在什么阶层无关。
炒现货是不错，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技术。
投资的起始阶段要做好功课，做投资的时候要多考虑风险而不是收益。
心态放稳了就什么都来了。
现在不是想着赚钱而是想着积累经验。
建议你开始少投入，找到感觉了在加码。
祝你成功！

八、工薪阶层该如何炒股呢？如何开户、说说流程。

开户流程在各地都是一样的。
第一步，你要选择一家证券公司！比如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服务一流第二步，持本
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去证券公司的业务网点办理开户手续；
第三步，开设相应的股东账户卡；
第四步，填写开户申请书，签署《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开设资金账户；
第五步，如要开通网上交易，还需填写《网上委托协议书》，并签署《风险揭示书
》；
第六步，到银行卡所在的银行，出示《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办理资金
的第三方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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