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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为什么用牛和熊|真有人知道什么是牛市，什么
是熊市吗？琢磨几年，虽然知道有牛市熊市这个概念，但
却无法当下下断语，都是-股识吧

一、真有人知道什么是牛市，什么是熊市吗？琢磨几年，虽然知
道有牛市熊市这个概念，但却无法当下下断语，都是

炒股有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之分，对于右侧交易是较容易判断大盘的牛熊的，但比
较滞后。
左侧交易也能大体预测到，但要想准确预测时间点却非常难，所以只有高手中的高
手才能做到。
多学习吧。

二、牛市和熊市是怎么回事？

股票市场上买入者多于卖出者，股市行情看涨称为牛市。
形成牛市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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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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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股票市场本身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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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市与牛市相反。
股票市场上卖出者多于买入者，股市行情看跌称为熊市。
引发熊市的因素与引发牛市的因素差不多，不过是向相反方向变动。

三、股市中常有的“牛市”和“熊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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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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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熊市”，也称空头市场，指行情普遍看淡，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大跌市。
牛市：股市前景乐观，股票价格持续上升的行情。
所谓“牛市”也称多头市场，指证券市场行情普遍看涨，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升市。
进入股市普遍都能赚钱，股民这时候牛得很。
熊市：前途暗淡，股票普遍持续下跌的行情。
熊市指股市行情萎靡不振，交易萎缩，指数一路下跌的态势。
这段期间管理层频频出台利好政策救市，但股市仍然下跌。
成交额屡屡缩小，无热点板块炒作，入市人数减少。
所谓“熊市”，也称空头市场，指行情普遍看淡，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大跌市。
人们普遍都在赔钱，股民这时候一副熊样。
所以股民喜欢牛市不喜欢熊市。

四、股市行情涨跌用什么动物表示？

涨用牛，称为牛市，跌用熊，称为熊市，震荡的用猴，称为猴市

五、中国股市为什么还会熊

展开全部任何国家都会有熊市 我国各种制度不完善 熊市的时间一般更长

六、请问个股的牛熊分界线是怎么判定的！预示着什么意思！

没有明确的牛熊分界点.简单的告诉你一下假如哪天公布一点好消息，股市猛涨..哪
天公布点坏消息股市不怎么跌，那这就是典型的牛市相反假如哪天公布点坏消息股
市猛跌.公布点好消息市场没反应，那这基本就是不给力的熊市了.

七、股市里牛是什么意思?

股市里牛是什么意思
牛代表涨的喜气洋洋，熊代表跌的凶猛，股市里牛市表示股票是上涨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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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上买入者多于卖出者，股市行情看涨称为牛市。
形成牛市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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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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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股票市场本身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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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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