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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结束有什么特征：如何判断大盘熊市与牛市的结束-
股识吧

一、哪些信号预示牛市结束

牛市迟早会有见顶之日，那么，未来出现如下信号可作为牛市见顶的重要参考：1
、越过6124点；
2、经济数据见底并开始恢复向上；
3、银行存款开始大量搬家；
4、降准降息周期结束，加息开始；
5、超级大盘蓝筹股开始连续发行上市；
6、在国外上市的知名公司大量回归A股；
7、注册制的正式发行；
8、国家及各省市债务和资产置换基本完成。

二、牛市和熊市各有什么特征

牛市特征1、不利股市的消息频传，但是股价却跌不下去时，为多头买进时机。
2、利多消息在报章杂志上宣布时，股价即上涨。
3、股价不断地以大幅上扬，小幅回档再大幅上扬的方式波段推高。
4、个股不断以板块轮涨的方式将指数节节推高。
5、人气不断地汇集，投资人追高的意愿强烈。
6、新开户的人数不断增加，新资金源源不断涌入。
熊市特征1、股票价格上升幅度趋缓。
2、债券价格猛降，吸引许多股票投资者。
3、由于受前段股票上升的吸引，大量证券交易生手涌入市场进行股票交易，预示
着熊市到来已为期不远。
4、投资者由风险较大的股票转向较安全的债券，意味着对股票市场悲观情绪的上
升。
扩展资料：技术因素1、抢购和抛售风潮的影响。
市场上掀起抢购风，使人们纷纷购买股票，股价猛涨，形成牛市；
而当市场刮起抛售风时，人们竞相出售股票，股票狂泻，则形成熊市。
2、交易方式的影响。
譬如，大量空头（卖空）交易过后，随着交易者乘股票价格降低大量购进，以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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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时从证券公司借入的股票，往往会引起股票市场需求增加，股价上涨。
而大量多头（买空）交易过后，随着交易者乘股票价格提高之机大量抛售股票，以
归还做多头时从证券公司取得的贷款，往往会造成股票市场供给增加，股价下跌。
3、大户买卖行为的影响。
一些资力雄厚的大企业或经纪人在股票市场上的举动，对股价变动影响较大。
他们大量购买股票，能够吸引广大投资者随之购买，从而促使股价上升，形成牛市
；
如果他们大量出售股票，又吸引广大投资者也随之出售，从而促使股票跌落，形成
熊市。
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牛市与熊市

三、如何判断牛市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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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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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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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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跌破半年线表明牛市结束怎么理解

你好，半年线一般代表半年内交易者的平均成本，跌破半年线意味着多数交易者
是亏损的，多数人亏损这时候还说什么牛市这是开玩笑了。

五、如何判断牛市的结束点

所谓“牛市”，也称多头市场，指市场行情普遍看涨，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升市。
具体怎样判断牛市，可以根据以下几点去分析：1、天量天价天量之后一般都出现
一个天价，表明了多头在遭遇天量以后，仍然有上攻的迹象。
其他中小盘股纷纷补涨。
2、个股乱飞大部分资金步入到中小盘阶段。
蓝筹股当前都不是主要的资金介入的股票，让一些形态比较好的中小盘个股不停的
飞涨。
但要小心的是高位出逃。
蓝筹在高位震荡区到达高位，无人敢炒，于是资金流向二线，三线，以致名不见经
传的四五线股票，开始轮炒落后。
3、高位震荡在指数到达相对的高位的时候，很多主力就开始出货了，一出手就是
几十万的大单，指数即使能够继续上行，也只不过是高位筑顶而已，上涨的空间十
分有限，成交量方面，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天量，也只有巨大的沽压，能够扭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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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牛市行情。
这些规率在平时的操作中你可以慢慢去领悟，新手的话在最好还是多去借鉴高手的
成功经验，这样少走弯路、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
我一直都在跟着牛股宝手机炒股里的牛人操作，感觉还不错，从中学习到不少的东
西，愿能帮到你，祝投资愉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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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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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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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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如何判断牛市的顶点？

1，牛市的顶点要看市场的情绪，这个可以通过用百度指数来搜索大数据来作图，
以观察趋势的变化。
2，牛市的顶点还要看国家政策和K线技术面的分析结合，一般来说，一波行情的
顶点会有很明显的特征，如：放量下跌，跌破颈线，MACD死叉，均线死叉等。
限于篇幅，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欢迎私信跟我说。

八、如何判断大盘熊市与牛市的结束

一、从轮动节奏看股市结构变化这里的股市结构指的是比价效应，熊市末期，各板
块之间的比价结构基本稳定，而整个牛市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比价结构从稳定到变
动再趋向稳定的过程。
比如说经过长期下跌，豆子一元一斤，花生五元一斤，大米三元一斤，那么豆子、
花生、大米的比价就是1：5：3。
随后，“豆你玩”开始，豆子价格涨到10元一斤，那么随后花生和大米的价格也很
快会涨到50元一斤、30元一斤附近，在总体产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这种比价结构
不会有太大变化，股市也是一样。
凡是真正的牛市，一定会有权重股的长期参与。
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钢铁、有色金属、煤炭是其中的几大主力军，真正的
牛市一定是从权重股的上涨中展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权重股都会同时上涨，一般而言金融板块会首先启动，而在板块
内部，首先是一线股启动，比如说这次上涨的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等。
金融板块里大致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类，对比发现银行股早已走出上涨、整理
、上涨三段走势，而多数的证券和保险股票还处于整理阶段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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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其他的二线、三线板块还处于第一波上涨阶段，比如说中联重科、振华
重工、太原重工、中国一重等股票，而三线板块如纺织机械、商业百货等等还没什
么动静。
而在牛市中，基本的板块轮动节奏就是如此，一线、二线、三线依次展开行情。
而在板块内部，同样会有一线股、二线股、三线股的次序。
首先是一线板块的一线股上涨，然后一线股休息让二三线股的兄弟们进步，轮完了
继续下一个板块。
一线板块结束了就继续二线板块，而在三线股、垃圾股经过了N长时间的折腾和横
盘之后的暴涨开始的时候，意味着这波牛市快要告一段落了。
如今的股市银行股挑的大旗还没有放，并且在银行股调整的时候地产、有色、煤炭
、军工等等老牌先锋挨个上场，这种轮动意味着这个市场的趋势还将继续。
二、从M1同比速率看宏观环境招商证券的罗毅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揭示M1与股市
关系的文章，称为“M1定买卖”，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学习一下，这里只大致介
绍二者关系。
首先M1不是1日平均线，而是指“狭义货币供应量”，其数值表示当前“银行体系
以外的货币”+“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的总额。
根据罗毅先生研究的结果，当M1同比增速小于10%时买入、在M1同比增速达到20
%附近时卖出，以上证指数来看从92年至今的总收益是950%。
其实这样很好理解，M1的多少决定总体“活现金”的多少，国民的现金流充裕自
然能够带动股市上涨，但这一买卖方法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
目前的M1还不到10%，是不是百分之百关联出牛市不敢说，但目前的股市无疑是
安全的，并且在M1同比速率接近20%之前一直安全下去。
三、从缠论看技术层面一个牛市，怎么都要至少有一个周线级别的盘整背驰或日线
级别的趋势背驰，像上证指数94年7月份的周线级别盘整背驰、05年998点的月线级
别盘整背驰、08年11月份的日线级别趋势背驰。
目前的走势，抛开年线级别的走势分析不谈，仅仅从2022年4月13日那一周开始的
月线中枢结束点开始算起的周线级别盘整走势，在1949.46构成周线盘整背驰段里的
日线级别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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