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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券商板块最需要成交量的股票——证券股版块走强
的原因-股识吧

一、大盘指数与券商股的关系，为什么说券商股是股市晴雨表？

其实未必是券商，大盘股容易推动指数。

二、券商股为何没有行情

春江水暖鸭先知，券商股就是牛市的排头兵，在震荡市和熊市中，券商的业绩上不
去，一个是股票交易带来的收益，一个是保荐企业上市的收益，还有其他的收益，
但是主要还是成交量活跃了，券商的收入才能上的去，券商股也没有啥想象力，也
没有啥创新业务，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上述的两项，目前的行情下，成交量不够活
跃，各家券商保荐企业上市的收益也有限，所以券商股暂时不会有行情，而且纵观
2022年，券商股想起大的波段上升行情的难度也比较大；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也祝愿您投资顺利，心想事成，财源广进

三、为什么牛市必买券商股

这个很简单，券商是赚交易费的，交易量大的时候（比如牛市就是最大的时候），
他收入也最多，业绩最好，反应到券商股票上，股价受益于基本面利好上涨。

四、我想问一下股票成交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证券交
易所成交股票的目的是什么，是尽可能的多成交吗?

交易所成交的原则是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
比如，在相同时间报价买入时，价格报的高的优先与最低报价卖出的配对成交，如
果是以相同价格报价买入的则先报入的先与最低报价卖出的配对成交。
卖出时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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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什么股市中的成交量非常重要，商品期货里的成交量不太
重要?

大树先生：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中国股市发展很快，期货市场发展却极慢，理论更慢。
中国只有股民没有期民。
所以把股市思维带入期市的人不在少数。
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有独立思维能力。
中国股市没有作空机制，要想赚钱只有买进，庄家也如此。
散户想要赚钱只能跟庄，摸清庄家意图和行踪是散户成功的关键。
分析成交量就是分析庄家行踪的一重要方法。
成交放大说明有人买进，谁在买进？当然是庄家。
散户有几个钱？焉能将成交放大。
庄家买来干甚么？屯积，拉高，出货，达到赚钱的目的。
成交量实际就是庄家持仓量的间接反应。
庄家持仓增加，必然拉高。
否则如何出货？这就是股市中成交量重要的原因。
不过，现在已不那么重要了，庄家已懂得做假成交量了。

六、证券股版块走强的原因

券商午后涨幅扩大，国元证券涨停，云掌财经显示，第一创业、国金证券、东吴证
券大涨逾7%，东北证券、招商证券等全线拉升。

七、我想问一下股票成交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证券交
易所成交股票的目的是什么，是尽可能的多成交吗?

交易所成交的原则是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
比如，在相同时间报价买入时，价格报的高的优先与最低报价卖出的配对成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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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以相同价格报价买入的则先报入的先与最低报价卖出的配对成交。
卖出时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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