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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主力净买入多是不是可以买进；对于主力已经高度控
盘的股票还可买入吗?成本是否太高?风险是否过大?-股识
吧

一、炒股，主力净流入多少才肯定不是暗中出货？例如昨天一只
股票主力流入1.2亿，主力流出七千万，因此主力

从均线看，5日、10日和20日线形成多头排列，短线均线已经走好，预计到60日线
和年线位置（3480点附近）才会遇到真正的压力，目前看还有一段距离，暂时压力
不大。
但大盘短线仍面临不确定的态势，特别是后半周，仍有洗盘调整的可能，因而这两
天还是要以小心为主。
今天是一个短线较为敏感的节点，一方面是因为期指交割开始移仓，波动幅度会加
大，另一方面大盘从3000点附近反弹以来，获利盘越来越多，在快速上升时，一般
锁定性较好，而一旦开始震荡调整、涨速减慢，筹码就会出现松动，持股心态也会
发生变化，总体看，后面几天大盘仍会震荡整理，后市调整还会考验3236-3256箱
顶区域，大家可关注这个区域的支撑力度，不破，仍是较好的加仓点，破了则要谨
慎观望一下。

二、对于主力已经高度控盘的股票还可买入吗?成本是否太高?风
险是否过大?

主力高度控盘就是说庄家掌握了大部分的筹码，这时高度控盘的股票是可以买入的
，成本不会太高，风险也不会很大。
1、在市场上流通的筹码少，该股的浮筹少，大部分的筹码都是掌握在庄家的手上
，如果股价在高位就不好，因为庄家手头筹码多，获利也多，随时有可能卖出。
2、一般来说控盘度越大，说明主力把控这个股票的涨跌能力越大。
控盘度高的股票，比较难受大盘的涨跌影响，因为主力手上有大量的筹码，已经足
以控制个股涨跌，如果主力看好（控盘度递增），即使散户抛货，也不会抛得很多
，对股价下跌无大碍。
但是如果主力高控盘的股票，一旦主力出货，则下跌的力度超狠，亦容易主力对倒
出货。
所以，做主力高控盘的股票，一般做控盘度递增的比较安全，收益也不会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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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力高度控盘就是说庄家掌握了大部分的筹码，在市场上流通的筹码比较少，
该股的浮筹少，换手率低。
在现在的股票市场里来说，大部分的筹码都是掌握在庄家的手上，他们在股票低价
位的时候大量吸入，随着该股的价位慢慢上涨，再制造信息暴涨现象，吸引大量的
散户买入，他们就可以在高位抛股离场了。
拓展资料：股票投资有较强的目标和计划性，它不仅体现在盈利目标和计划的制定
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明确的亏损目标和风险控制计划。
最大亏损比率是指投资者在某一阶段投资、每一只个股投资或者每一次交易中，设
定的可承受的最大亏损比率。
这个比率包括总资产最大亏损比率、个股最大亏损比率和每次交易的最大亏损比率
等，这些比率是执行止损的重要参考指标。
”K线通”里面有在执行止损指令时，并不需要以最大亏损比率作为指令，而是把
它当作一种“红线”指标。
在达到该亏损比率红线之前，投资者要根据采用的止损方法正常执行止损，但当资
产亏损达到了该亏损红线，就需要进行无条件止损。

三、股票交易为什么会出现净买入或净卖出，而不是买与卖要相
等吗

净买入额就是主动性买盘与主动性卖盘的差额。
以卖方委托成交的纳入“外盘”，是主动性买入，显示买势强劲，用红色显示，是
人们常说的抢盘；
以买方委托成交的纳入“内盘”是主动性卖出，显示卖方力量强劲，用绿色显示，
是人们常说的抛盘。
“外盘”和“内盘”相加成为成交量，分析时由于卖方成交的委托纳入“外盘”，
如“外盘”很大意味着多数卖的价位都有人来接，显示买势强劲；
而以买方成交的纳入“内盘”，如“内盘"过大，则意味着大多数的买入价都有人
愿意卖，显示卖方力量较大；
如内外盘大体相当，则买卖方力量相当。
外盘与内盘 “外盘”和“内盘”相加为成交量。
人们常用“外盘”和“内盘”来分析买卖力量那方占优势，来判断市势.但有时主
力利用对冲盘来放烟幕。
内盘和外盘的大小对判断股票的走势有一定帮助，但一定要同时结合股价所处的位
置和成交量的大小来进行判断，而且更要注意的是股票走势的大形态，千万不能过
分注重细节而忽略了大局。
技术分析系统中经常有“外盘”、“内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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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卖方委托成交的纳入“外盘”，是主动性买入，显示买势强劲，用红色显示，是
人们常说的抢盘；
以买方委托成交的纳入“内盘”是主动性卖出，显示卖方力量强劲，用绿色显示，
是人们常说的抛盘。
“外盘”和“内盘”相加为成交量。
人们常用“外盘”和“内盘”来分析买卖力量那方占优势，来判断市势.但有时主
力利用对冲盘来放烟幕。
还有一个概念叫“净卖出”，与净买入的含义相反。

四、主力买入多的股票怎么样

大部分都会涨，因为主力在买入每一个股票前都会有报告。
包括资金怎么分配，该股的基本面怎么样，大该到拉到什么位置等。
也有资金链断掉的，但是这是少数

五、主力净买额是什么意思？

指数（价格）态时产生的每笔大于100万的成交额是推动指数（价格）上涨的中坚
力量，这部分成交额被定义为主力资金流入，反之定义为主力资金流出；
当天两者的差额即是当天两种力量相抵之后剩下的推动指数上升的净力量，这就是
该板块或个股当天的主力资金净流入。
换句话说，主力资金流向预测的是推动指数涨跌的力量强弱，这反映了人们对该板
块或个股看空或看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六、对于主力已经高度控盘的股票还可买入吗?成本是否太高?风
险是否过大?

主力在吸货时会留下点蛛丝马迹的，具体可参考如下： (一)、吸货手法： 1)、在技
术图形上突然破坏原有的通道，并设法击穿重要的技术支撑位，引发技术派炒手的
止损盘，形成股价阶段性向淡形态，然后趁机吸货。
2)、发布利空消息，动摇投资者的信心，让投资者在恐慌中交出手中的筹码，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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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吸纳，投资者在恐慌之余，回头一看，股价却并未跌下来多少。
3)、利用市场人气低迷，一边打压股价一边悄悄买入，虽然大市似乎没有出头之日
，但个股股价就是跌不下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窄幅波动，甚至有时候突然放量。
4)、大市已经接近底部区域，主力不得不在短期内完成收集任务，于是主力在大部
分投资者都对大势判断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迅速拉高股价，股价急升令获利者急于
抛出，达到快速建仓的目的。
(二)、吸货时成交量的变化规律： 1)、股价下跌的底部区域原本成交极度萎缩的情
况下，从某一天开始有和放量但又不引人注目，之后连续多天一直维持这一水平，
每天成交极为接近，而不像后来那样时大时小，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主力有
计划的吸货造成的。
2)、在下跌底部区域个股的成交量由不规则的变化到有规则的变化，成交量和递增
，同时股价也小幅走高，这种情况反映出主力较为急切的进货心情，这种成交量和
股价形态出现后，股价大幅攀升便指日可待。
(三)、主力吸货时的k线形态： 1)、在个股股价的底部区域反复出现十字星、倒t字
型和t字型，这些线不断出现，每天的收盘价大致相当，主力成本位于上、下线之
间或稍高一点，这些k线的出现是十分明显的主力进货痕迹。
如何判断主力出货呢：
当离底部较远时（一般涨幅已达５０左右或者更高），而且一直在量大横盘。
就表明主力在出货。
譬如最近的表现较好的水泥等板块。
主力在出货中。
注意要看成交量，如果是主升有量，下跌无量则是吸货特征，否则是出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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