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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跌停的股票还有人接盘呢—股票跌停了为何还会
有交易-股识吧

一、股票跌停了为何还会有交易

跌停了就没法交易了，但深市的股票尾盘还有个集合竞价，通过最后的3分钟买卖
情况来决定今天的收盘价，所以会有成交。

二、为什么一开始就跌停，全天跌停的股票还有内盘？为什么？

内盘，是因为有部分数量的股票成交了。
1 全天封死跌停板，大家只能买庄家的跌停的股票，无论是做T还是其它。
2 自由竞价过程中，成交的数量，也算进内盘3
在操作股票时，这是必要的交易开销；
一个庄家操作一只股票，占该股80%的流通量，能赚20-30%，其它的20%-30%都是
进行额外的交易开销，就算没有人买，也要100股100股进行交易。
4 内盘是只算数量，不算价格的。
就算100股成交了，也可以作为一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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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股票急剧下跌过程中，为什么散户会接盘？

主要是很多散户对股票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匮乏，他们自己不知道，或者判断不出，
到底自己的股票值多少钱，所以他们只能依赖别人或者别的事物如分析软件.所以
他们只能受控于外围因素. 在急剧下跌的时候，他会想，跌了这么多了，应该会涨
了，至少有个反弹了.高位的时候 反之. 一切的 一切都是因为他心里根本不知道 他 
手里的握的不仅仅是张纸，而是代表了一个企业.对企业的深入研究，才能判断出
价位.

五、为什么一字跌停还有人要买?

我给你个通俗的解答。
首先，跌停的概念上的问题。
一个股票对其现在的持有者来说是个跌停，但是对有资金在手还没有买入的人来说
，可能是个低位的契机。
其次，每个人对于某一股票的价值看法是不一样的，有的认为该价格值，而有的人
则认为不值。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熊市也会有成交量。
最后，一般来说，跌停是庄家吸货的一个好机会，这个时候后市就比较看好了，所
以又很多人这个时候投资，图的是后市价格的上行。

六、为什么每天一开盘就跌停的股票还有人接？比如
昌九生化， 没人接是不是他就跌不下去？

有人接是因为这些人认为之后这个票会涨。
但是如果没人接，这个票不是跌不下去，是会一直往下跌，比如你10块想卖的东西
，大家认为五块才值得买，都不出你的卖价，你只能一直降价到大家愿意的买价才
能开始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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