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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板块反着来的股票怎么样~我的股票为什么与大盘反着
走-股识吧

一、为什么板块与板块之间碰撞会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呢？

当然会了，就拿这几天来说，油价下跌，对航空股，汽车板块的股都有利好的。
凡事有利就有弊。

二、我的股票为什么与大盘反着走

大盘是由一千多只股票组成的，不可能齐涨共跌，只能是此起彼伏。
所以什么也不说明什么问题。
1、个股上涨，大盘下跌，可留意，但不建议介入。
防止补跌。
2、个股下跌，大盘上涨，放弃。
3、个股上涨，大盘上涨，且个股上涨大于大盘上涨幅度者，重点参与。
即：大盘不好，再强的股票都不要参与，大盘走好，才是个股参与的前提。

三、题材股和板块股有什么区别

题材股，即与好事能沾上边的股。
而板块股则与此不同，“板块股”实质上是一种与其行业“相关”“关联”的概念
，比如武钢股份(加入自选股,参加模拟炒股)和包钢股份(加入自选股,参加模拟炒股)
都是钢铁板块。
炒恒指的话，可以联系股指发俱乐部哦。

四、如何看待板块指数和板块中的龙头股及弱势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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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是一个问题。
龙头跟强势是两回事。
龙头的对立是非龙头，弱势的对立非弱势，也有弱势的龙头和强势的龙头，范畴是
不同的。
所以假设这里，你的意见中龙头等于强势，然后继续分析。
1.长线看。
板块的行情运作周期往往与行业实体的景气周期关联。
股价走势的方向上，龙与弱势基本框架保持大致一致。
2.短线看。
行业的突发性的利好利空与前者相似。
龙与弱势基本框架保持大致一致。
3.个体的差异。
体现在几方面，A业务结构、B经营效率、C产业链之侧重位置、D市场地位、E库
存等等方面。
一方面的影响，往往有限，而几个方面同时反作用，则构成了市场上龙与弱势之间
在长时间内产生巨大背离的主要诱因。
而此点对短时间的炒作内往往影响在行情前期影响有限，行情后期开始分化。
4.更动态地看。
弱势会转强势，不涨也会补涨。
反之亦然。
第四点需要深入领悟。
把握节奏、拐点方面得好的话，在强弱轮换中灵活调度，也是赢利的手段之一。
要辩证地看待板块指数、龙头类、弱势类的关系从而指导交易。
程序上，首要考虑行业性的预期因素；
其次考虑行业内不同公司的个体差异；
再其次是研判行情所处的周期中的位置；
最后是看市场取态资金出入等问题。
龙头、弱势在不同环境中存在不同的机会。

五、股票走势和大盘相反是什么意思

股票市场肯定存在走独立行情的股票，说明它有特殊的题材或者有主力资金运作。
大盘一般指上证综合指数。
由于股票基金主要投资股票，因此与股市关系密切，需经常关注上证综合指数。
走势表示一种向尚不明确的或只是模糊地制定的遥远的目标持续发展的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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