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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什么时候开始止盈—中国股市从2005年后经历了哪几
次大牛熊市-股识吧

一、如何在牛市把握机会，实现自己的财富自由？

你好，我们了解到的是牛市，是一个价格呈现一个整体性的长期上涨态势，即需参
考长期移动平均曲线。
从盘面上来看了，均线是一个参考，为股票的上涨提供支撑及抛压，所以，可以说
，一个牛股的上涨大多是依托控盘均线往上爬升，控盘均线犹如地心引力会把远离
控盘均线的股价吸回到控盘均线附近企稳再次展开又一波上攻。
因此，我们可以在股价回到控盘均线附近企稳买进，买进后股价如愿大涨，结合预
期盈利目标，依据控盘均线去跟踪止盈，股价跌破控盘均线则卖出获利了结。
某个股票的走势具备成为牛股特征的时候通常涨幅已较大，在控盘均线附近买进去
后如果股价逆转向下则容易具有被收割风险，此时补跌容易被套。
因此，进场后要根据市场行情及时判断止损，做好资金保护，防范资金被套，跌破
控盘均线则及时止损。
每个牛股的控盘均线是不一样的，找到控盘均线须需具备足够的技巧的同时，跟需
要投资者的结合自身经验，毕竟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需多结合当下行情进行
判断。
风险揭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
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二、

三、股市什么时候会止跌

应该快了下星期是可以站稳的 有很多机构下星期大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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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年的牛市能到什么时候

要到2008年10月

五、中国股市的这次大牛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005年6月6日。
指数K线图上有。

六、中国股市从2005年后经历了哪几次大牛熊市

中国股市从2005年开始经历了1次大牛市和1次大熊市，其中，大牛市从2005年6月
的998点-2007年10月的6124点，大熊市从2007年10月的6124点运行至今。
此外，2005年之前也曾经历过两次大牛市和大熊市，分别如下：1、第一次大牛市
时间是1990年12月-1993年2月 ；
第一次大熊市是1993年2月-1996年的1月。
2、第二次大牛市的时间是1996年1月-2001年6月；
第二次大熊市从2001年6月-2005年6月。
扩展资料牛熊市影响因素：1、企业盈利状况。
企业盈利多，可供分配的红利多，该企业股票的购买者就会增加，股票价格就看涨
，形成牛市；
相反，企业盈利少，可供分配的红利少，该企业股票的购买者就会减少，股票价格
就看跌，形成熊市。
但是投资者在评估股价时，不是根据企业收益状况，而是根据企业将来的收益评估
。
同时由于影响股价的因素很多，有时企业盈利的变动对股价的影响力小于其他因素
，都可能出现股价变化与企业现时盈利状况不一致的情形。
2、国民经济状况。
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工业生产增加，产品畅销，企业盈利增加，投资者看好企业
股票，股票价格就看涨；
而在经济衰退和危机时，产品滞销，生产减少，企业盈利减少或者无盈利，使股票
的吸引力减弱，股票价格就看跌。
3、利率变动。
利率下降，使企业利息负担减轻，盈利相对增加，股票吸引力提高，股票价格就看

                                                  页面 2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涨。
利率下降，使贷款成本降低，也刺激股票投资和投机增加，股票价格上涨；
反之，利率上升，使企业利率负担加重，盈利相对减少，则会减少投资者购买企业
股票的兴趣，造成股票需求下降，价格跌落。
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牛市与熊市

七、请问，下一个牛市是什么时候?一般持续多长时间啊?

等待吧，趁现在股市下跌多进点仓吧

八、牛市里面为什么散户还是赚不到钱

牛市不是散户赚不到钱，而是赚到钱又赔进去了。
成功的投资者路径有很多种，有人学习技术面，有人学习基本面，有人学习资金面
，但失败的投资者总有雷同。
1）仓位：股票不能有赌性，不能重仓或全仓押宝一支股票，如果一旦下跌，或者
遇到“黑天鹅”事件，资金就会快速缩水，一般来说单票仓位安排2—3成，最好不
要超过5成仓。
买股票不要过于分散，有些股民持仓有6、7支股票，甚至更多，面对行情变化，一
个人根本无法同时关注如此之多的信息，持仓一般3支股票为宜。
2）犹豫：炒股止盈止损很重要，止盈是戒除贪欲，没有任何人能够总是买在最低
卖在最高，当股票上涨到重要压力位，偏离5日线过远，考虑止盈是有必要的。
止损是为了避免亏损扩大，当股票跌破重要支撑位、跌破趋势线时，就要考虑止损
。
3）追涨杀跌：多数散户在行情变化时始终充满恐惧，个股的急拉，在没有成交量
配合或者回撤较大时，这应该是卖出时机，然而许多散户却看到上涨就怕错过机会
就立马买入，结果就是掉入了主力拉高出货的陷阱。
个股的急跌，在没有成交量配合时也不是卖出时机（当然有闪崩的情况，这种情况
极少），急跌多为诱空，或者说急跌后都有反抽的过程，所以当遇到个股急跌时不
要盲目砸盘卖出，可等短期反抽时再卖出，这不至于卖在最低。
4）无知：炒股是一定要学习的，技术面、基本面或者资金面，很简单的道理，没
有什么事情是容易成功的。
许多股民在抱怨市场不好，主力太孬，却从没有问过自己是否真正了解市场涨跌规
律，自己的知识储备在哪一个层次，贫穷永远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得到，股市盈利的
机会是留给有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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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止盈了继续涨，止损了又反转向上的情况？肯定有，交易纪律做的是大概率
事件，也就是，股票破位10次可能有8次都会继续下跌，也就是你的交易成功率是8
0%，不要为那20%懊悔。
炒股亏损要反思人性，不劳而获、贪婪和侥幸。

九、牛市起涨阶段盈利三要点

有备而来。
无论什么时候，在买股票之前就要盘算好买进的理由，并计算好出货的目标。
千万不可以盲目地进去买，然后盲目地等待上涨，再盲目地被套牢。
不买问题股。
买股票要看看它的基本面，有没有令人担忧的地方，防止基本面突然出现变化。
一定设立止损点。
凡是出现巨大的亏损的，都是由于入市的时候没有设立止损点。
而设立了止损点就必须真实执行。
尤其是刚买进就套牢，如果发现错了，就应该卖出。
总而言之，做长线投资的也必须是股价能长期走牛的股票，一旦长期下跌，就必须
卖！ 不怕下跌怕放量。
有的股票无缘无故地下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交量的放大。
特别是庄家持股比较多的品种绝对不应该有巨大的成交量，如果出现，十有八九是
主力出货。
所以，对任何情况下的突然放量都要极其谨慎。
拒绝中阴线。
专家观点认为，无论大盘还是个股，如果发现跌破了大众公认的强支撑，当天有收
中阴线的趋势，都必须加以警惕！尤其是本来走势不错的个股，一旦出现中阴线可
能引发中线持仓者的恐慌，并大量抛售。
有些时候，主力即使不想出货，也无力支撑股价，最后必然会跌下去，有时候主力
自己也会借机出货。
基本面服从技术面。
股票再好，形态坏了也必跌。
最可怕的是很多人看好的知名股票，当技术形态或者技术指标变坏后还自我安慰说
要投资，即使再大的资金做投资，形态变坏了也应该至少出30%以上，等待形态修
复后再买进。
要知道，没有不能跌的股票，也没有不能大跌的股票。
所以对任何股票都不能迷信。
不做庄家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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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有庄家的消息，在买进之前可以信，但关于出货千万不能信。
任何庄家都不会告诉你自己在出货，所以出货要根据盘面来决定，不可以根据消息
来判断。
参考资料： *：//*jiaoyin001*/shizhanyaoling_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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