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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怎么看周期--熊市牛市一般都是几年一周期啊-股识吧

一、熊市牛市一般都是几年一周期啊

霞影纱[雅典娜女神] 你好！牛市可以分为小牛，中牛和大牛。
熊市可以分为小熊，中熊和大熊。
牛市和熊市都是一样需要时间去成长的。
小牛，小熊不会在一夜之内就变成大牛，大熊的。
但是有时小牛，小熊却只成长到中年就已经寿终正寝。
有时大牛，大熊已经很老了却迟迟不死。
不管是牛是熊，年龄比体格重要。
只要年龄还青就算体格已大也要接受它还可以成长的事实。
只要年龄已高就算体格不大也不能硬硬要求它再成长。
在股市里公牛的寿命往往比母熊长。

二、如何看股票周期，又如何判断时间周期

股票能够上涨的几个条件：1、相对时空位置处在低位；
2、主力开始发动行情之日最高点最低点震荡幅度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以
上。
3、主力开始发动行情之日成交量换手率起码应急超过3%，以超过4.5%为好，最好
是6.2%以上。
4、最好是主力刚开始发动行情之日即突破颈线或突破盘区或突破前高点甚至仅仅
是创新高，这样更容易有大行情。
5、没有被大肆炒作的个股，或是有炒作题材的个股，利空出尽的个股，最好是属
于市场热点板块，极端情况下甚至是热点中的龙头，更容易有大行情。
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操作风格也会不同，找准一条适合你自己的投资之路，非常重
要！建议新手不要急于入市，先多学点东西，可以去游侠股市模拟炒股先了解下基
本东西。
6、小盘股更容易有大行情，如流通盘不超过8000万的股票或流通市值不超过十个
亿的股票更容易有大行情。
7、在大盘上涨的背景下，个股更容易有大行情。
所以在进场炒作时最好有大盘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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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在操盘时主要看多少周期

在大盘不好的情况下，我认为做中短线为好。
各周期都要看，在中长线（60日和120日）趋势上升的情况下，着重把握和跟随10
日和20日周期趋势操作个股，这就是也“长线保护短线”。
不仅要看日K线，不要重点关注周K线。

四、怎样计算股市的周期?

日线，早晨开盘价，盘中震荡时产生的最高价，最低价，收市后的收盘价，日线便
产生。
周线，月线，季线，年线分别代表中，长期。

五、请教前辈中国股市牛市是怎么形成的牛市什么时候到来

中国牛市形成是通过大资金吸筹洗盘形成需要几年才有牛市

六、请告诉我中国股市的牛市和熊市场的周期(时间段)，从中国
刚开始有股票的时候说起

中国股市牛熊更替1．第一轮牛熊更替：100点——1429点——400点（跌幅超过50%
） 1992年5月26日，上证指数就狂飙至1429点，这是中国股市第一个大牛市的“顶
峰”。
在一年半的时间中，上证指数暴涨1300多点。
随后股市便是迅猛而恐慌地回跌，暴跌5个月后，1992年11月16日，上证指数回落
至400点下方，几乎打回原形。
2．第二轮牛熊更替：400点——1536点——333点（跌幅超过50%）
上证指数从1992年底的400点低谷启航，开始了它的第二轮“大起大落”。
这一次暴涨来得更为猛烈，从400点附近极速地窜至1993年2月15日1536.82点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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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第一次站上1500点之上），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上证指数上涨了1100点
。
股指在1500点上方站稳了4天之后，便调头持续下跌。
这一次下跌基本上没遇上任何阻力，但下跌时间较上一轮要长，持续阴跌达17个月
之久。
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至这一轮行情的最低点333.92点收盘。
3．第三轮牛熊更替：333点——1053点——512点（跌幅超过50%） 由于三大政策救
市，1994年8月1日，新一轮行情再次启动，这一轮大牛行情来得更加猛烈而短暂，
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上证指数就猛窜至1994年9月13日的最高点1053点，涨幅为215
%。
随后便展开了一轮更加漫长的熊市。
直至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跌至512.80点的最低点。
这一轮下跌总计耗时16个月。
4．第四轮牛熊更替：512点——2245点——998点（跌幅超过50%）
1996年初，这一波大牛市悄无声息地在常规年报披露中发起。
上证指数从1996年1月19日的500点上方启动。
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冲向2245点的历史最高峰。
自此，正式宣告我国持续5年之久的此轮大牛市的真正终结。
在第四轮大牛市的上升通道中，它所表现出来的“一波三折”行情，极好地化解了
股市阶段性暴涨过程中所聚集的泡沫，这极有利于牛市行情的延长：512点（2006
年1月）——1510点（1997年5月）——1047点（1999年5月）——1756点（1999年6月
）——1361点（2000年1月）——2245点（2001年6月）。
请注意：由于处在大牛市上升通道中的每一次“回调”，其跌幅均未超过前期上涨
的最高点的1/2，因此，笔者才将它视为一种“回调”，而不是一轮独立的“熊市
”行情。
第四轮牛熊更替与前三轮牛熊更替的主要区别在于：第四轮行情是一轮“慢牛”行
情，它表现为“一波三折”地上涨，同时也对称地表现为“一波三折”地下跌：22
45点——1500点——1200点——1000点。
正是牛市“一波三折”地曲折上涨，才有后来“一波三折”地曲折下跌。
也正是这样，这一轮牛熊行情才能持久，前后持续9年的时间。
5．第五轮牛熊更替：998点————？（跌幅超过50%）

七、什么是牛市？牛市分哪几个阶段?

?钢と?谐⌒星槠毡榭凑牵?有?奔浣铣さ拇笊?小 此处的证券市场，泛指常见的股票、
债券、期货、期权（选择权）、外汇、基金、可转让定存单、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
它各种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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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牛市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因素：
股份企业盈利增多、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利率下降、新兴产业发展、温和的通货膨
胀等都可能推动股市价格上涨。
政治因素：政府政策、法令颁行、或发生了突变的政治事件都可引起股票价格上涨
。
市场本身的因素：如发行抢购风潮、投机者的卖空交易、大户大量购进股票都可引
发牛市发生。
牛市分哪几个阶段 牛市第一期 牛市的第一个时期与熊市第三期的一部分重合，往
往是在市场最悲观的情况下出现的。
大部分投资者对市场心灰意冷，即使市场出现好消息也无动于衷，很多人开始不计
成本地抛出所有的股票。
价值投机网站提醒：有远见的投资者则通过对各类经济指标和形势的分析，预期市
场情况即将发生变化，开始逐步选择优质股买入。
市场成交逐渐出现微量回升，经过一段时间后，许多股票已从盲目抛售者手中流到
理性投资者手中。
市场在回升过程中偶有回落，但每一次回落的低点都比上一次高，于是吸引新的投
资人入市，整个市场交投开始活跃。
这时候，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公司业绩开始好转，盈利增加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进一步刺激人们入市的兴趣。
牛市第二期 这时市况虽然明显好转，但熊市的惨跌使投资者心有余悸。
市场出现一种非升非跌的僵持局面，但总的来说大市基调良好，股价力图上升。
这段时间可维持数月甚至超过一年，主要视上次熊市造成的心理打击的严重程度而
定。
牛市第三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后，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
大市的每次回落不但不会使投资人退出市场，反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加入。
市场情绪高涨，充满乐观气氛。
此外，公司利好的新闻也不断传出，例如盈利倍增、收购合并等。
上市公司也趁机大举集资，或送红股或将股票拆细，以吸引中小投资者。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市场投机气氛极浓，即使出现坏消息也会被作为投机热点炒作
，变为利好消息。
垃圾股、冷门股股价均大幅度上涨，而一些稳健的优质股则反而被漠视。
同时，炒股热浪席卷社会各个角落，各行各业、男女老幼均加入了炒股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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