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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有时候为什么集体下跌~为什么股市会下跌？-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票涨的时候全部都涨，跌的时候全部下跌呢

主要受羊群效应影响。
当然并非所有的股票都同涨同跌，也是有个别会走独立行情的。

二、股票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集体大跌

星期二效应。
其实一个星期五天，都会有很多效应。
很多变盘时间集中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
很多人星期五买股票星期一卖，经过周末两天的信息发酵，比如政策什么的，星期
一会有涨或跌，有的时候有规律的。
然后星期一盘面把周末的信息反映完后，星期二会有一个调整。
很多时候星期一很好，星期二就变了。
然后盘中时间也有周期性。
9点半到10点是个阶段，很多头天买入的人，会在这段时间做出抉择。
10点到11点15分是个阶段，特别是10点，极容易变盘。
这是个关键时间点。
可以多观察。
总的来说，10点到下午2点半这个时间是大趋势。
但是下午2点半一过，你就得很小心，这个时间也非常容易变盘，这是个时间点。
这些东西不太容易说出个所以然，长期观察会发现这些比较戏剧的效应，或者说是
约定俗成的东西。
上午10点，下午2点半，这两个时间点很重要，自己多观察。

三、股票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集体大跌

星期二效应。
其实一个星期五天，都会有很多效应。
很多变盘时间集中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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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星期五买股票星期一卖，经过周末两天的信息发酵，比如政策什么的，星期
一会有涨或跌，有的时候有规律的。
然后星期一盘面把周末的信息反映完后，星期二会有一个调整。
很多时候星期一很好，星期二就变了。
然后盘中时间也有周期性。
9点半到10点是个阶段，很多头天买入的人，会在这段时间做出抉择。
10点到11点15分是个阶段，特别是10点，极容易变盘。
这是个关键时间点。
可以多观察。
总的来说，10点到下午2点半这个时间是大趋势。
但是下午2点半一过，你就得很小心，这个时间也非常容易变盘，这是个时间点。
这些东西不太容易说出个所以然，长期观察会发现这些比较戏剧的效应，或者说是
约定俗成的东西。
上午10点，下午2点半，这两个时间点很重要，自己多观察。

四、为什么股市会下跌？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会从政策、资金、国际环境等等来找答案，这是不错的
，尤其是政策因素的影响，永远是伴随着股市运行的；
资金就更不用说了，有资金流入，股市当然上涨，流出即下跌了；
国际环境——包括汇率、主要股票、期货市场价格变化、战争等等都会影响到国内
股票市场。
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重要的一点：股票市场具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 股票的买
和卖，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心理博弈，成交价格是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所有的
因素最终都通过买卖双方的心理反映到价格上来。
所以，股票市场的运行是以市场信心为基础的。
是市场心理的具体反映：低买高卖、快涨回调、急跌反抽，这都能解释为：市场上
取得某种共识——平衡！虽然在股票市场中，不平衡是常态，但是偏离平衡太远了
，它就要回归平衡，就象钟摆一样，这就是规律。
所有的因素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作用，你可以打破趋势的进程，但不可以改变趋势
。
这就是规律的作用！例如：上升趋势中，1996.12底由于沪市上涨过猛，中央发了个
文件，造成连续三天大跌，绝大部分股票三天内以跌停收盘，但是市场该涨的还是
要涨，不会因为政策因素而转向，97年上半年一直继续在涨；
同样，在2242点以后，下降趋势出现后，政府也多次出台了救市政策，但是均未奏
效，原因就是市场还没有回归到位！ 简单而言，影响股票市场的因素既有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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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也有市场其本身的运行规律，有些时候基本面因素影响大一些，更多的时
候规律所起的作用大一些。
对于大盘而言，高位容易形成头部，低位容易产生底部。
应该说，市场的高与低是相对的，原来的高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低位，同样，
原来的低位也可以变成高位，但是在一个时间序列（一波牛市行情）里，高的就是
高的，低的就是低的。
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能创新高？问得好。
资金停止流入了当然就不能创新高了。
又问：资金为什么停止流入？答：因为觉得市场价格在高位，没有盈利空间。
再问：如何判断市场在高位？答：市场心理影响到市场信心。
在股票市场上混的，都或多或少想从过去探知现在，从历史推导未来，那么，大盘
的运行轨迹、时间、关键点位、支撑与压力等等，都会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影响我们的判断，因为市场相信：历史会重演——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而已，我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高位和低位，而主流意见就是真理。
头部因资金不再流入而形成，底部是资金流出萎缩而产生；
头部与底部之间是趋势。
当空头趋势形成时，资金在流出，持币者是不会介入的，只有在资金流出枯竭时，
也就是成交量萎缩时，资金才会大规模入市，并且一举扭转趋势。
确定多头趋势以后，在没有形成头部之前，它会继续上涨，资金会不断地流入。
需要明确一点是资金与趋势的关系。
资金在空头市场末期的流入，改变了市场的趋势，使之由下降转变为上升，由此看
来，适乎是资金在主导着趋势。
其实不然，市场不平衡是常态，在空头运行地极点后，市场已经具备反向修正的条
件，资金乘势入场形成合力，趋势形成后又吸引更多的资金进来，将市场推高。
如果资金是在多空平衡点上入场会怎么样呢？会形成盘整，也就吸引不了其他资金
进来。
所以说，资金和市场的关系是，两者互相影响，但是先有趋势后有资金。
（这一点，在楼市也适用，政府总是以为房价高是抄家的缘故，其实房价不涨，谁
去抄？）没有趋势肯定没有资金。
资金是影响股票市场涨跌的直接因素，但是，决定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是市场信心。
人的心理活动影响了判断，判断决定了行为，行为又导致了后果。

五、请教：股价为什么突然出现大幅下跌

这是股票的除权缺口。
比如一只股票10送10，原来股价是20元，除权后股价就是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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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起就跌了50%.其他原因是：1、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对市场前景的极度恐慌会造
成大盘和大部分股票捅死突然大跌2、如果不是经济周期的顶部拐点，某个行业股
票突然下跌，可能有该行业的大利空出现，比如高铁安全问题、核事故造成的相关
行业股票下跌3、如果是个别单个股票下跌，那么可能是涨到头了，或者该股票的
公司出现了问题，比如安全事故，质量问题，或者由于单一产品或者客户集中，其
客户和产品又出现问题，就会突然下跌。
4、个别股票会有人操纵，洗盘、震仓等动作，会造成突然下跌。

六、始终搞不懂股票会是集体同时一起下跌或集体同时上涨,为
什么会是同一板块股一起涨或跌，这是什么原因造

控盘主力操纵

七、请教：股价为什么突然出现大幅下跌

这是股票的除权缺口。
比如一只股票10送10，原来股价是20元，除权后股价就是10元。
你看起就跌了50%.其他原因是：1、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对市场前景的极度恐慌会造
成大盘和大部分股票捅死突然大跌2、如果不是经济周期的顶部拐点，某个行业股
票突然下跌，可能有该行业的大利空出现，比如高铁安全问题、核事故造成的相关
行业股票下跌3、如果是个别单个股票下跌，那么可能是涨到头了，或者该股票的
公司出现了问题，比如安全事故，质量问题，或者由于单一产品或者客户集中，其
客户和产品又出现问题，就会突然下跌。
4、个别股票会有人操纵，洗盘、震仓等动作，会造成突然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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