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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算一支股票资金的流入流出_流入，流出资金是怎么
计算的？？-股识吧

一、流入，流出资金是怎么计算的？？

首先，资金流入或流出是特指机构资金和被监控账户资金的走向，而不是指全部交
易资金，因为，如指全部交易资金，流入和流出永远是平的，由于，各种软件获得
各种数据的时间不同，在当天公布适时数据时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数据，但，三天后
数据基本一致，收费软件卖的其实就是获得数据的时间，和交易同步的数据卖得最
贵，而所谓的买卖计算，因缺乏消息面和政策面元素，基本是准确率很低的，准确
的说，资金流入和流出只指机构账户和被监控资金量达标的账户的交易方向！

二、股市资金流入 资金流出怎样计算

卖出金额和买入金额是相等的。
比如你买菜。
你的资金是净流出，菜贩的资金是净流入。
股市也是一样的。
计算方法不同。
如果界定500手以下是散户。
则只统计500手交易以上的大单，净买入金额减净卖出金额，就是净流入金额。
庄家要做一只股票。
庄家会开很多户头，计算机程序交易，把大单分割成小单。
那么你的资金统计数据就有问题了。
就是说任何统计方法都有误区。
不要相信什么资金净流入什么的！没用！

三、请问如何计算某一支股票的资金流出？

展开全部一般的软件，其实就是简单地用外盘手数减去内盘手数，乘以当天的成交
均价就得出当天的资金净流量，如果外盘大于内盘就是资金净流入，反之就是资金
净流出。
有的软件可能计算公式更复杂一些，计算所采用的数据更全面一些，比如大单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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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计算，比如用各个价位的成交手数计算后累加等等，但是其基本原理就是根据
行情回报的成交情况区分外盘内盘进行计算。
首先，假定外盘手数和内盘手数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排除了庄家通过各种骗招
虚构外盘手数和内盘手数的情况，资金净流入或资金净流出这样的概念成立吗？大
家都知道，有买有卖才能成交，对于卖家来说是资金流出了，那么买家要想得到这
些股票，他们不用出钱吗？他们出了钱，怎么就不算流入呢？在某些情况下，这种
所谓的流入流出会显得很荒谬，看下面两个例子：计算实例一：假如你想以现价或
高一点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那么从你的操作动机来说，应该被划分为主动性买盘
，也就是外盘。
但是当你委托以后，你报的价格已经比卖一的价格还低了，这时候正好有主动性卖
单（所谓的主动性卖单）出现，那么你这笔成交就会在系统上显示为主动性卖单的
成交，也就是内盘。
你冤枉啊！本来是你主动性买入，但是却被系统统计为主动性卖出。
整个反了。
大家想想，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出现？那末，行情系统统计的外盘和内盘反映的所
谓交易者参与态度有多高的可信度呢？计算实例二：北京有一个人想7块钱买入工
行，南京有一个人同一个时候想7块钱卖出工行，而且是同样的股数。
两个人一个想买，一个想卖，对于工行这只股票来说，应该说是参与者的态度是平
衡的。
但是，交易所主机总会先接到一个人的指令，然后接到另外一个人的指令。
那末，同样一笔交易，先接到谁的指令，最后的成交统计就完全不同。
先接到北京人的后接到南京人的指令，一成交，统计出来就是内盘；
而先接到南京人的后接到北京人的指令，一成交，统计出来就是外盘。
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某只股票一天只成交了一笔，那么统计为内盘还是外盘其实
就是随机的，也可以说，就是上帝定的。
乖乖！这样的统计可信吗？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外，庄家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主动
抛出的成交手数（应该是内盘）经过某种手段让系统统计为外盘，或者相反，以蒙
蔽过分依赖统计数据做出操作决定的散户。

四、关于资金净流入和净流出的计算方法

您好：关于资金净流入流出好像是没有计算方法的，一般可以在新闻消息中看到，
像各大板块资金流入流出，有的炒股软件也可以看到的。
。
比如7月16日资金流向：
资金成交前五名依次是：地产、有色金属、煤炭石油、中小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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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流入较大的板块：有色金属（+53亿）、煤炭石油（+29亿））、运输物流
、（+20亿）、工程建筑（+10亿）、钢铁（+9亿）。
资金净流出较大的板块：医药（-7.9亿）、地产（-6.6亿）。
有色金属：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云南铜业、中金黄金、江西铜业、焦作万方、铜
陵有色、宏达股份、吉恩镍业、西部矿业、中国铝业、包钢稀土、锡业股份、关铝
股份、驰宏锌锗、云铝股份、中金岭南、中孚实业、南山铝业、山东黄金、辰州矿
业。
煤炭石油：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靖远煤电、中国石油、开滦股份、金牛能源、西
山煤电、煤 气 化、潞安环能、神火股份、安泰集团、山西焦化、兖州煤业、上海
能源、平庄能源、中国神华、大同煤业、国阳新能。
运输物流：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中国远洋、中海集运、中海发展、宁波海运、大
秦铁路、招商轮船长航油运、亚通股份。
钢铁：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新兴铸管、杭钢股份、本钢板材、济南钢铁、八一钢
铁、西宁特钢朋友，在这里可以告诉一个计算庄家建仓成本的方法，计算方法是M
ACD发生金差那一天到今天的最低加最高价除以2，因为庄家建仓成本不是一个，
一般有多个，所以这个也是估算，误差大概10%。
很管用，一旦你知道了庄家的建仓成本，那么在庄家成本+盈利50%的基础内可以
有的放矢。
祝你好运，朋友。

五、股票中资金净流入怎么算出来的？

所谓资金流入。
是一个相对而不科学的概念。
精确的叫法叫大资金流入，或叫主力资金流入。
因为若看所有资金，流入必然等于流出。
而多大的资金算大资金，不同的人，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定义。
这就可以解释你的问题了。
大资金流入大于流出，正常该涨，但若流出资金化整为零，就可能统计不进来，造
成了流入多的假象。
反之亦然。
还有的主力善于伪装自己，成交稀少时，用小资金打压股价，散户害怕，抛盘就多
，股价就加速下跌，这时再大笔买入，股价也是下跌的，但大资金是流入的。
资金净流入就是主力资金流出量跟流入量相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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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里资金流入流出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高分）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买盘和卖盘的概念。
买盘就是总成交中主动买入的那部分。
卖盘就是总成交中主动卖出的那部分。
买盘成交所对应的资金就是流入资金，相应的，卖盘对应的资金就是流出的部分。
这样你就明白了：所谓资金当日净流入或流出，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可以认为它是
表示当天市场对某支股票的追捧程度。
比如资金净流入，就表示主动买入这支股票的资金多，说明这支股票比较受欢迎，
一般其股价当天都是上涨的。
而如果是净流出，说明持有此股的人将其筹码派发的欲望比较强，这种情况下一般
股价会下跌。
特别是如果持股者恐慌性杀跌或者主力不计成本派发的话，股价一般都会快速大幅
下跌。
而实际上，正如你所说的，有买必有卖，有卖必有买，最后买方付出的资金和卖方
或得的资金是相等的 白话叙述一下，例如一支股票流通盘是1亿股，股价是10元，
这样它里面的现金含量就看作是10亿。
然后第2天大家花11元去买，换手率达到100%。
这个时候还是那支股票，现金含量就是11亿了。
那么就是净流入1个亿. 再来一个更抽象的，就是当天净流入，股价却跌了。
(接上面)这种情况可以是，临收盘成交了一手9元的交易.股价就变成了9元。
但资金还是净流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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