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83717878.com
 

股票为什么可以涨跌20--股票为什么会涨跌原理-鸿良网

一、为什么有的股票涨跌20%或40%还多

一般是新股首日上市首日，或者长期停牌股票复牌上市交易的首日，不受涨跌幅限
制

二、股票为什么会涨跌原理

股价涨跌的原理就是：1、一般情况下，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是股票的
供求关系。
在股票市场上，当股票供不应求时，其档渗股票价格就可能上涨到价值以上;而当
股票供过于求时，其股票价格就会下降到价值以下。
同时，价格的变化会反过来调整和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得价格不断围绕着价值
上下波动。
2、一个股票的上涨，是需要资金来进行推动的，当很多资金都去买一只股票，就
会造成股票供不应求，跟商品一样，一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有所上涨，股票
也是这样，很多人买就会推动股价的上涨，买的力度越大，股价上涨的也就越厉害
，股票涨停就是由于买盘力量过于强大所导致的。
3、一个股票的下跌，也是由资金推动的，当购买这只股票的机构和散户觉得买这
只股票已经赚了不少，想要落袋为安，就会卖出股票，而卖出股票多了就会造成股
票供大于求，买的人少卖的人多，股价就会下跌，以达到买家的心理价位最终实现
成交。
股票跌停的原因就是卖盘太多而买盘太少的缘故。
4、影响股价涨跌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资金，大量资金主动性买入会造成股价上涨
，大量股票主动性卖出会造成股价下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放量上涨和缩
量下跌是正常情况，因为上涨的时候大家都在买，成交量势必会放大，而下跌的时
候很少人买，成交量势必会萎缩。
5、除了市场本身的原因之外，股票市场的上涨和下跌也会受到政策面和个股基本
面的一些影响，比如：（1）公司自身因素。
发行公司的经营业绩、资信水平以及连带而来的股息红利派发状况、发展前景、股
票预期收益水平等。
（2）行业因素。
行业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行神脊，新兴行业引来的冲击等，以及上市公司在行业
中所处的位置，经营业绩，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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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因素。
投资者的动向，大户的意向和操纵，公司间的合作或相互持股，信用交易和期货交
易的增减，投机者的套利行为，公司的增资方式和增资额度（4）心理因素。
投资人在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后产生心理状态改变，往往导致情绪波动瞎旁，判断
失误，做出盲目追随大户、狂抛抢购行为。

三、为什么有的股票涨20%就停1小时 有的不停

只要3天涨20%才停牌1小时的

四、股票是怎么涨跌的?

涨跌因素：大致分为两种，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宏观的主要包括国家政策、宏观经济等;微观的主要是市场因素，公司内部、行业
结构、投资者的心理等。
影响股票涨跌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政策的利空利多、大盘环境的好坏、主力资金
的进出、个股基本面的重大变化、个股的历史走势的涨跌情况、个股所属板块整体
的涨跌情况等，都是一般原因（间接原因），都要通过价值和供求关系这两个根本
的法则来起作用。
 相关内容：股票价格的涨跌，长期来说是由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利润决定的，
而短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则包括人们对该公司的盈利预
期、大户的人为炒作、市场资金的多少、政策性因素等。
价值投资取决于投资者认为一只股票是被低估或高估，或者整个市场是被低估或高
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一家公司的P/E比率、分红和收益率指标与同行业竞争者以及
整个市场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如果一家公司的技术指标低于市场表现，你就要问问自己为什么。
通常，有些因素是你不了解的，比如潜在的损失、不好的管理、市场份额下滑、雇
员问题等。
借鉴内容：财经百科-股票涨跌

五、高手讲一下股价涨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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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股票涨跌的因素有很多，大致分为两种，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宏观的主要包括国家政策、战争霍乱、宏观经济等。
经济因素 经济周期，国家的财政状况，金融环境，国际收支状况，行业经济地位
的变化，国家汇率的调整等。
2. 政治因素 国家的政策调整或改变，领导人更迭，国际政治风波等微观的主要是
市场因素，公司内部、行业结构、投资者的心理等。
公司自身因素发行公司的经营业绩、资信水平以及连带而来的股息红利派发状况、
发展前景、股票预期收益水平等。
2. 行业因素 行业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新兴行业引来的冲击等，以及上市公司
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经营业绩，经营状况。
3. 市场因素 投资者的动向，大户的意向和操纵，公司间的合作或相互持股，信用
交易和期货交易的增减，投机者的套利行为，公司的增资方式和增资额度等。
4. 心理因素 投资人在告轮困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后产生心理状态改变，往往导致
情绪波动，判断失误，做袜念出盲目追随大户、狂抛抢购行为。
相关内容牛市与熊市是股票市场行情预料的两种不同趋势。
牛市是预料股市行情看涨，前景乐观的专门术语，熊市是预料股市行情看跌，前景
悲观的专门术语。
出现牛市 标志主要有：①价格上升股票的种数多于价格下降股票的种数；
②价格上升时股票总交易量高，或价格下降时股票总交易量低；
③企业大量买回自己的股票，致使市场上的股票总量减少；
④大企业股票加入贬值者行列,预示着股票市场价格逼近谷底;⑤近期大量的卖空标
志着远期的牛市；
⑥证券公司降低对借债投资者自有资金比例的要求，使他们能够有较多的资金投入
市场；
⑦政府降低银行法定准备率；
⑧内线人物（企业的管理人员、董事和大股东）竞相购买股票。
出现熊市 标志主要有：①股票价格上升桐指幅度趋缓；
②债券价格猛降，吸引许多股票投资者；
③由于受前段股票上升的吸引，大量证券交易生手涌入市场进行股票交易，预示着
熊市到来已为期不远；
④投资者由风险较大的股票转向较安全的债券，意味着对股票市场悲观情绪的上升
；
⑤企业因急需短期资金而大量借债，导致短期利率等于甚至高于长期利率，造成企
业利润减少，使股票价格下降；
⑥公用事业公司的资金需求量很大，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变动常领先于其他股票，
因而其股票价格的跌落可视为整个股市行情看跌的前兆。
借鉴内容：财经百科——牛市与熊市

                                                  页面 3 / 5



    www.83717878.com
 

六、某股票月k线怎么某天涨跌超过10%?达到20%多，不是说10%
是上限吗？新手不懂。跪求解答。

涨跌幅限制在10%是指一天，也就是一天的涨幅和跌幅最多为10%，不是限制一个
月。
炒股的时候大家常常都会看股票K线。
股市一直都是起起伏伏，要想了解可以利用K线，试着找出一些“规律”，这样可
以更好的进行投资决策，获取收益。
下面就来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K线，教伙伴们从哪里入手去分析它。
分享之前，先免费送给大家几个炒股神器，能帮你收集分析数据、估值、了解最新
资讯等等，都是我常用的实用工具，建议收藏：炒股的九大神器免费领取（附分享
码）一、 股票K线是什么意思？K线图有许多别的称呼，像是蜡烛图、日本线、阴
阳线等，它的发明是为了更好的计算米价的涨跌，后来被应用到了股票、期货、期
权等证券市场。
形似柱状，可拆分为影线和实体，这个我们称为k线。
影线在实体上方的部分叫上影线,下方的部分叫下影线，实体分阳线和阴线。
Ps：影线代表的是当天交易的最高和最低价，实体表示的是当天的开盘价和收盘价
。
其中红色、白色柱体或者黑框空心都可用来表示阳线，而常见的阴线表示方法是用
绿色、黑色或者蓝色实体柱。
型亩另外，正当我们看到“十字线”时，就可以认为是实体部分转换成一条线。
其实十字线并不是很难理解，意思就是当天的收盘价就是开盘价。
通过对K线的分析，我们能很好的把握买卖点（虽然股市没有办法进行具体的预测
，但是K线对于指导意义方面也是有的），对于新手来说最好掌握。
这里我要一下提醒大家，K线分析比较复杂，假如你是刚刚开始炒股的，还不了解
K线，建议用一些辅助工具来帮你判断一只股票是否值得买。
比如说下面的诊股链接，输入你中意的股票代码，就能自动帮你估值、分析大盘形
势等等，我刚开始炒股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来过渡，非常方便：

（编辑：温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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