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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买股票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大家都知道股市有风
险,为什么炒股的人越来越多?-伟威网

一、为了一个自己认为很有意义，而其他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事
情，自己是该去做呢！还是不去做呢？

前提是你对你自己，你周围的人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
成熟的人，你的思考是不是有价值的，如果你的思考是有价值的，那么你认为很有
意义的事情或许真有价值，比如说你想去创业，去挑战自己，但是身边人觉得不可
能，当热你可以坚持，若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不全面的人，也学你觉
得有意义的事情会毫无价值，别人的反对就应该得到你的考虑。
前提是你喜欢的东西确实是被这个社会，被伦理所认同的，如果可以你可以把你想
做的事情告诉我们啊，反正这个地方又是匿名的，我们又不知道你是谁，可以帮你
参详下

二、中国股票不赚钱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里头挣扎啊，完全和
赌博一个性质嘛。也没人制止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

中国的股票，就是赌博。
分红少得可怜，只能靠零和游戏赚钱。
由于，人们看到巨大的差价的机会，所以认为会有机会赚大钱。
所以，基本上，进去了，就难以自拔。
股市中大多数人将自己放在了赌徒的位置，所以十赌九输的古老法则同样在股市显
现。
历史事实证明，股市中80%的人都是亏损者，10%的人基本保本，而只有10%的投
资者才是股市的大赢家。
股票如赌博，可为什么这么多人炒股：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股票是一种理财工具，
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一种投资工具。
大多数人将其作为理财工具，就会不断预测股票价格的涨跌，即陷入赌博式的频繁
买进卖出，这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就像赌徒猜测单双，所以有人形容股票是赌博。
其实股票应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只有耐得住寂寞的投资者，才能成为股市最后的
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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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买股票为什么亏本,原因是在什么地方?有经验的来答?

买股票出现亏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买股票持续亏本就要了解问题出在哪里
了。
在投资股票中我们难免会犯各种投资错误，不过最终都是为了能在投资中产生获利
的结果，让账户资金不断增值，一旦长期维持这种亏本的情况，肯定是在交易中存
在误区，也会是因为投资心态产生了变化影响到了交易结果。
一、交易中存在哪些误区？A股市场走势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大部分时期我们交易
都是在市场中寻找确定性，就需要耐心的等待市场最佳的交易机会，通过试错来获
利。
这里面就需要对买点和风险控制极其严格，而不是简单的买卖行为。
但是大部分散户却习惯了追涨杀跌，习惯了重仓交易，甚至没有一套交易系统，最
终引起了交易的失败。
1、买卖股票没有章法。
很多股民炒股都是凭感觉或者凭短消息买卖股票，这就很容易因为主观的情绪带动
交易，没有任何的交易规则变成盲目的炒股行为。
或者听信一些小道消息开始炒股，在操作中往往容易变成追涨杀跌的情况。
交易没有章法，导致对市场的行情走向完全是各种猜测行为，最后很容易在投资股
票中出现亏本的情况。
以上图举例，当股价持续下跌时，此时该股处在空头趋势中，正确的操作方式应该
是等待市场多头成立再入场。
很多散户却不这么想，往往会在每次黄色圆圈位置出现后，股价涨到了紫色圆圈区
域开始选择入市，变成了追涨杀跌的行为，最后在盲目的猜底中被深套或者巨亏。
没有章法的交易，最终养成了不良的操作习惯，不仅难以赚到钱，还会导致交易长
期亏损。
2、需要组建交易系统。
组建一套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就可以根据交易系统提示的买卖点与风险控制进行
有计划的操作。
一套合格的交易系统应该具备能够对市场的上涨、下跌、盘整的行情进行预测，能
够涵盖震荡市和趋势市的两种机会的提醒，最好就是对全局有一定总览性。
散户就可以根据交易系统准确的执行交易计划，避免各种无序的操作，起码可以了
解到为什么亏损，学会避开各种交易陷阱，才有望远离长期亏损。
以上图举例，假设散户是以移动平均线为交易系统，就需要遵守移动平均线的多与
空的买卖规则，当股价在均线上方，移动平均线形成多头排列，此时可以做多。
当股价在均线下方，移动平均线形成空头排列时，此时应该等待。
很明显，当有了移动平均线作为交易系统，上图中的股价是在移动平均线下方，形
成空头排列，此时就不应该操作，需要要股价从空头排列转成多头排列，才能交易
，这就是组建系统，避免了盲目的交易行为，也就能减少亏损和长期亏损的毛病，
对散户而言，交易系统是有助于在交易中增加获胜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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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心态影响交易。
心态和理念对交易的影响是很关键的，就好比有了武功还不行，还要有心法，才能
把交易中做好和简单交易，避免因为盲目的交易方式引发各种问题。
虽然很多人有了交易系统，也懂得一些理论知识，但最后还是亏损，就是心态还不
成熟，导致交易后仍会犯各种毛病。
1、如何调整投资心态？克服人性中的恐惧和贪婪的行为。
在交易中恐惧和贪婪一直影响着散户的交易行为，虽说人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
想投资盈利就需要对恐惧和贪婪进行一定的克制，改掉一些不符合正确交易的性格
特点，让交易不能因为心态的影响而持续犯错。
除了有交易的方法，还需要散户在交易中对利润和风险的把控要更加严格，比如完
全的遵照系统的指*在**中买卖，一旦发生风险也完全的遵照系统的要求而选择止
损，克制住贪婪和恐惧对心态的影响，让心态逐渐的转向成熟阶段。
最重要的是端正自己的投资行为， 建立交易计划之后不能继续盲目的听信各种消
息，急躁的交易，而是学会耐心的等待最佳机会的来临。
2、建立正确的交易理念。
在市场中我们需要扮演什么角色？你是想做一位趋势的跟随者？还是仅仅是想做短
线的投机者？我们自己的交易理念建立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说在有了交易系统包括能及时的调整心态之后，我们需要了解进入市场的目
的是为了什么。
在投资中，不能去追求过于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是应该学会做一位稳定的交易者，
站在客观的角度了解市场包括自己，制定正确的交易策略。
有的散户拿着小资金却希望一年通过炒股可以翻几十倍上百倍的利润，这种交易想
法就有问题了。
往往交易系统再好，投资心态再成熟，哪怕积极自信的心态都会因为过度的追求盈
利结果导致交易最终不理想，最后很容易在长期交易中可能因为错误的理念让交易
仍然面临着亏损的情况。
在交易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都会对交易结果产生影响
，如果散户的交易理念不正确，认为交易是**不是投资，认为可以把握住市场的每
一次顶底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很显然赚钱难度会提高，胜率会降低。
综上：买股票亏本，就是在交易中存在各种误区没有及时了解和纠正，尤其是买卖
股票没有章法，完全是按照主观想法交易，出现追涨杀跌和重仓投资导致的交易长
期亏损。
需要散户组建一套适合自身的交易系统，根据交易系统指令正确投资，在交易中也
需要拥有成熟的心态和正确的交易理念，才能拥有好的交易思路和方法，避免长期
错误的交易方式引起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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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叫做不务正业？

现在我还是一个学生，可谓无业，因为说到“职业”，我们是靠着它来养家糊口的
。
做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我有一日不读书不写字便自觉荒废“光阴”，在耗费我自
己的生命。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以我两年来的观察和亲身经验，我得到一个发现：至
少我自己（应该不下六成吧）在一周内逃课的次数应该比高中三年加起来逃课的次
数还要多上若干倍。
高中老师讲得再不好，想必想到要逃课的学生终是少数，因为我们毕竟总要面对高
考，大学只要等到毕业赚钱糊口就行了。
认真读书的也没有几位。
如果这也算做“不务正业”的话，大学"良民子弟“真是凤毛麟角了。
做学生期间不学习可自责曰”不务正业“，其实认真想一下也大可不必。
因为我们毕业后会立即把书本扔掉，那时谁会挣钱就算得上有真本领了，不会挣钱
的才算得上”不务正业“。
慢慢地，我们就这样地长大了，又老去了。
我们学校图书馆一个阅览室里面有两个工作人员，都是四五十岁的年龄，女性。
有时她们轮流在那里值班，有时她们俩都在。
那个阅览室存放的都是一些过期的杂志，里面一共有三十二个座位，平时很少有人
在那里看书。
所以在这里看书很清静，不像借阅室那里经常吵嚷嚷的。
平日无聊时我总在这里打发时间。
也偶尔观察一下这两个中年的妇女。
若是一个人时，她通常坐在一个摇摆椅上，面前一个长条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脑和
一个装满代书板的木盒子。
有学生进来用图书证换代书板的时候，她才会想起抬一两下头，告诉一些性急的读
者要你签上名字。
然后又低下头来认真地看报纸，玩电脑上的牌类游戏，织毛衣，有时会和另外一个
人聊天。
在我见过的这些日子里，她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
坐在那里，看报，喝茶，打游戏...挺悠闲的。
一年一年的也这样过下来了。
我也没有听见她抱怨过生活，相反她看起来倒过得有滋有味地。
其实生活本身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而做其他的就是”不务正业“。
我们认为应该做的却不是自己喜欢的。
我反对达尔文"优胜劣汰”原则，它是这个社会的现实，但是何谓“优劣”呢？很
大程度上，“优”者就是那些顺着竿子往上爬的小人，而所谓“劣”者恰恰是那些
不忍陷入社会旋涡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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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做我喜欢做的就行了。
何必考虑那么多呢？ 只要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五、买股票为什么老是被割韭菜?你知道吗?

一个普通的散户去购买股票，老是被割韭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经常在行情的
末期买入、不愿意止损、不了解市场的运行规律。
一个散户经常会在行情特别好的时候去追高买入一只股票，而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已
经到了行情末期。
当这支股票开始下跌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止损，是他却不止损，所以会导致扩大亏
损。
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操作，就是因为对于市场的运行规律不了解，所以说才会瞎操
作、乱操作。
一.末期买入股票在启动初期，绝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去购买的，都是一个半信半
疑的状态。
随着股票行情进一步发酵，行情变得越来越好，他终于会在高位去买入这一只股票
。
买入这支股票之后，他就会发现这支股票开始不涨了，这是因为他在行情的末期追
高买入了。
二.不愿意止损在行情的末期追高买入这一只股票之后，它将很快就会面临亏损。
但是普通的散户在自己手上的股票亏损之后，往往都是不愿意止损出局，而会选择
加仓抄底。
你以为这个是底部，其实这里是下跌的开始。
后面很有可能它会越跌越加仓，这就会导致越亏越多。
在下跌的末期往往还会迎来一个大跌，这一个大跌就会击破他们的心理最后一道防
线，从而卖出自己手里的股票。
卖出自己手里的这一个割肉盘之后，会发现这支股票立马又开始上涨了。
三.不了解市场运行规律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人都做出一样的操作，就是因为
他们不了解市场的运行规律。
他们完全是在凭借自己的感觉买卖股票，所以说被收割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大家看完，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哦。

六、大家都知道股市有风险,为什么炒股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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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就是，没人会雪中送炭，只会锦上添花！当你炒股赚到大钱后，周围都是和颜
悦色的“好人”，但当你亏大钱的时候，周围就会都变为“落井下石”的坏人了！
因为炒股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经济上的，心理上的，甚至是哲学上的，军事上的，
甚至是艺术上的，数学上的，甚至是玄学上的，可以说这些方面都有涉猎，所以如
果弄通弄懂。
说白了就是不务正业，如有几十年的牛市，社会观念会因炒股者赚票子而改变，不
会再视股市为洪水猛兽，不会再把炒股的人说成是败家子。
找个为社会作贡献的职业谋生与炒股其实两不误不矛盾。
他们的钱可能三个月，一个月，甚至几周后就要用的。
而股市短期是看情绪的，这种短期操作行为就像赌博一样，加上手续费税费的存在
。
到最后这80%的人群都在为证券机构创造利润了。
对于炒股票这件事观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如果是在一二线城市，这个职业炒股很正常，如果在三线以下的城市就会招来非议
，炒股就是他们眼中的不务正业，炒股亏钱后他们会嘲笑你赚钱的毕竟是少数，而
中国人素来都有闷声发财的好习惯，赚钱了不会大肆宣扬，而亏钱了就不一样，可
能你会在网上吐槽。
现在是信息社会，一查全知道了。
炒股人的印象怎么会好呢？社会对一个职业的态度还不是那么重要，毕竟炒股是个
人投资行为，合理合法。
如果关心自己职业炒股，会被别人如何评价，就一句话，向来成王败寇。
没有什么会不会改变的，都说了这个是职业人，都当是自己的工作了，每个人都是
干好自己的工作。
自然会被认可！一切都是结果导向！

参考文档

下载：《为什么买股票会被认为不务正业.pdf》
下载：《为什么买股票会被认为不务正业.doc》
更多关于《为什么买股票会被认为不务正业》的文档...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伟威网】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www.tatungdrive.com/chapter/4889323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6 / 6

/neirong/TCPDF/examples/?c=/chapter/48893233.html&n=为什么买股票会被认为不务正业.pdf
/neirong/TCPDF/examples/?c=/chapter/48893233.html&n=为什么买股票会被认为不务正业.doc
https://www.baidu.com/s?wd=%E4%B8%BA%E4%BB%80%E4%B9%88%E4%B9%B0%E8%82%A1%E7%A5%A8%E4%BC%9A%E8%A2%AB%E8%AE%A4%E4%B8%BA%E4%B8%8D%E5%8A%A1%E6%AD%A3%E4%B8%9A
http://www.tatungdrive.com/chapter/48893233.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