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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分析股票为什么涨跌_股票为什么会有涨跌的呢？？
如果我拿住股票不放，那是不是说我只要等他涨我就有钱
赚了？？为什么呢？？-股识吧

一、股票为什么会有涨跌，如果股票没有涨跌可以么，

应该是买的人多了就跌，抛的人多了就涨。
因为机构大户、股票庄家毕竟是少数的，而散户却是众多的。
绝大部分散户是斗不过机构和庄家的。
前两天机构大户手下的托，乌鸦嘴股评家纷纷高呼中国股市能跌倒1000点以下，好
多可怜的小散们纷纷割肉出局，才有今天的报复性反弹。

二、股票为什么会有涨跌的呢？？如果我拿住股票不放，那是不
是说我只要等他涨我就有钱赚了？？为什么呢？？

涨，是因为有很多的人买这支股票。
举个例子：你3元钱买了瓶可乐，2个人都想买可乐，一人出价3.5元，一人出价4元
，这时你觉得有赚头，你把可乐4元卖了，那这时股价就到4元了。
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况，真实的股市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不过原理是这样。
跌，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卖这支股票。
还举上面那个例子，那个人4元买了你那瓶可乐，自己不喝想买，有2人想买，可1
人出2元，一人出2.5元，因为那人只想把可乐卖出去套现，所以忍忍心2.5元卖了，
这时股价就是2.5元了。
你拿住股票不放，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它涨的话，你当然会赚钱。
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你买了之后它就一直跌，你等几年它还是跌，这时你就会亏
损，并且会很惨。
不要以为这种情况不可能，所谓的深度被套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人们才会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心态如果不好，炒股赔钱的概率很
大。
就像07年好多人买的中石油股票一样，几十块钱买的，现在就几块钱，想翻本不是
说不可能，可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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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股票会有涨跌？？？其原理是什么？？

只有买入没有卖出说明涨停了，只有卖出没有买入是跌停了，也就是专业说的涨跌
停板，涨停后可以卖出不能买入，所以没有卖出，而跌停可以买入不能卖出，一般
股票的涨跌停是10%，ST的股票是5%，新股第一天没有涨跌的限制.假如一只股票1
0元，他涨了1元(就是10%)就涨停了，假如他跌了1元就是跌停！

四、股票涨跌的原因？

涨跌和持股信心与原意买入股票有关。
当每天原意在一个价格卖出的股票数少于原意买入的股票数，那一定会涨。
反之则跌。
总之就像总理说的那样，信心最重要！假设说一个股票在100元以下原意卖的股票
数只有1000000股，那最多只需要一个亿就可以将股票价格拉到100元。

五、股票的涨跌到底怎么回事！和什么有关！

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政策，技术，心态，供求关系和周边环境等都会影响股票走
势。
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最终倒霉的还是中小股民。
不要看现在很强势，每当大家疯狂时，风险也就快来了。

六、股票涨跌原理是什么

大宗交易是通过有别于二级市场的另一个市场进行交易。
对A股价格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通过不同的解读，会间接影响场内交易人的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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