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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滞涨有哪些症状-何谓“蓝筹股出现滞涨”？-股识吧

一、什么是滞涨？

滞胀全称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滞”是指经济增长停滞，“胀”是指通货
膨胀。
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Stagnation)与高通货膨胀(Inflation)
，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
通俗的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
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

二、什么叫滞涨股

滞涨顾名思义,就是停滞不前的意思，结合实际也就是股价不肯上涨，横盘整理。
那么蓝筹股滞涨，就是蓝筹类股票停滞不涨。
一般来讲，人们认为“蓝筹股”就是一流、最好的股票，其实也不尽然。
美国证券交易所网站对蓝筹股的定义是：所谓蓝筹股是指那些以其产品或服务的品
质和超越经济景气好坏的盈利能力和盈利可靠性而赢得全国声誉的企业的股票。
听起来好绕口，但能从中发现几个关键的字眼：知名的大公司、稳定的盈利记录、
红利增长、管理素质和产品品质等。
大致有个模糊的概念了吧，其实蓝筹股本来就没有惟一准确的定义，它存在于一些
指数中，存在于证券分析师的报告中，也存在于一些消费者的心中。
蓝筹股是指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对公司现金流管理有较高的要求，通常将那些经营
业绩较好，具有稳定且较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的公司股票称为“蓝筹股”。
蓝筹股多指长期稳定增长的、大型的、传统工业股及金融股。
“蓝筹”一词源于西方赌场，在西方赌场中，有三种颜色的筹码、其中蓝色筹码最
为值钱。

三、什么叫滞涨股

滞涨股是指某只股票或指数在一定涨幅后成交量增大，而股价或指数涨幅有限，甚
至不涨，一般称为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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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滞涨的股票股价或指数从某低点开始上涨，起初气势大，成交量温和放大，涨
幅也高，但是一段时间后，量依然在放大，可股价却几乎停滞不前，或微涨，这就
是滞涨。
滞胀阶段以商品、短期债券和现金为最佳组合；
其次为需求弹性小的公共事业、医药等股票；
再次为部份工业股；
最后为金融、房地产和非必需消费类股票。
扩展资料：滞涨的影响：对短期的影响滞胀的物价持续上涨现象会造成严重的通货
膨胀，经济产量下降会导致企业提供的劳务和物品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企
业甚至会面临破产倒闭，整个经济呈现衰退的趋势。
高通胀率影响财富分配并扭曲价格，高失业率使国民收入下降。
对长期的影响在长期中，物品与劳务的产量在一段时期内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
，随着工资、价格和感觉根据较高的生产成本进行调整，最终衰退会自行消失。
例如，低产量和低就业会加大使工人的工资下降的压力，较低的工资又增加了供给
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短期总供给曲线移回到原来的位置时，物价水平下降，产量接
近于其自然率，经济回到总需求曲线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相交的位置，这一过程也就
是经济的自我纠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股票滞涨

四、怎么知道股票放量滞涨

一，股票放量滞涨：1. 放量滞涨指股价上涨幅度与成交量放大的幅度不匹配。
股价上涨幅度不大，成交量却呈巨量。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主力出货造成的。
庄家无心做多，股价上涨幅度不大，成交量却呈巨量。
出货的表现。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当股价突破重要压力位时，也会放出巨量，这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2. 技术分析：高位放量滞涨就是股价经过长期炒作后已经处于相当的高度（或许已
经翻了三倍），然后在一段较短时期内出现成交量不断放大而价格却停滞不前的情
况（当然也可能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总之涨幅较小），此时庄家出货概率较大，大
家应当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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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何谓“蓝筹股出现滞涨”？

滞涨顾名思义,就是停滞不前的意思，结合实际也就是股价不肯上涨，横盘整理。
那么蓝筹股滞涨，就是蓝筹类股票停滞不涨。
一般来讲，人们认为“蓝筹股”就是一流、最好的股票，其实也不尽然。
美国证券交易所网站对蓝筹股的定义是：所谓蓝筹股是指那些以其产品或服务的品
质和超越经济景气好坏的盈利能力和盈利可靠性而赢得全国声誉的企业的股票。
听起来好绕口，但能从中发现几个关键的字眼：知名的大公司、稳定的盈利记录、
红利增长、管理素质和产品品质等。
大致有个模糊的概念了吧，其实蓝筹股本来就没有惟一准确的定义，它存在于一些
指数中，存在于证券分析师的报告中，也存在于一些消费者的心中。
蓝筹股是指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对公司现金流管理有较高的要求，通常将那些经营
业绩较好，具有稳定且较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的公司股票称为“蓝筹股”。
蓝筹股多指长期稳定增长的、大型的、传统工业股及金融股。
“蓝筹”一词源于西方赌场，在西方赌场中，有三种颜色的筹码、其中蓝色筹码最
为值钱。

六、股市大盘滞涨迹象，是盘中震荡消化获利盘呢，还是开始下
跌呢

&nbsp；
股市放量滞涨迹象明显！ （1）震荡消化获利盘 （2）主力借助调仓换股
（3）存在下跌调整的隐忧

七、为什么会出现滞涨

你好朋友，你想问的带涨请问是股市里面的带涨还是国家的经济方面的带涨，如果
是现在的股市的话，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和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
，投资者对加息的担忧，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矛盾性，因为想要解决人民币升值问
题就必然会让通胀进一步的严重，如果加息解决通胀的问题又会使得人民币的快速
升值更加的不可收拾，还有就是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使得银行股和地产股拖累大盘
，然而前期被爆炒的中小板现在的风险已经非常的高，人们又不太敢追高，然而跌
又跌不下去就证明投资者还是比较的看好后期的走势，短期大盘应该还是维持震荡
的模式，建议多关注下消息面，如果你是想问经济与通胀方面的带涨的话，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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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外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国内的经济并不怎么过热却出现了通货膨胀，主要
是国家对原料进口的需求太高了，使得产品的价格也随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上涨，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你的提问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帮助，如果觉得答案满意希望采纳
，谢谢

八、低位放量滞涨 什么意思

如果股价在经过一段时间比较大的涨幅后、处在相对高价位区时，成交量仍在增加
，而股价却没能继续上扬，呈现出高位量增价平的现象，这种股价高位放量滞涨的
走势，表明市场主力在维持股价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在悄悄地出货。
因此，股价高位的量增价平是一种顶部反转的征兆，一旦接下来股价掉头向下运行
，则意味着股价顶部已经形成，投资者应注意股价的高位风险。
如果股价在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下跌后、处在低价位区时，成交量开始持续放出
，而股价却没有同步上扬，呈现出低位量增价平的现象，这种股价低位放量滞涨的
走势，可能预示着有新的主力资金在打压建仓。
一旦接下来股价在成交量的有效配合下掉头向上，则表明股价的底部已经形成，投
资者应密切关注该股。

九、什么叫滞涨股 滞涨股是什么意思

股票滞涨是指某只股票或指数在一定涨幅后成交量增大，而股价或指数涨幅有限，
甚至不涨，一般称为滞涨。
股票滞涨的股票股价或指数从某低点开始上涨，起初气势颇大，成交量温和放大，
涨幅也喜人，但是一段时间后，量依然在放大，可股价却几乎停滞不前，或微涨，
这就是滞涨。
这往往是要调整，或蓄势，或转势的信号，应该警惕，做好应变的策略。
这些在以后的操作中可以慢慢去领悟，为了提升自身炒股经验，新手前期可以用个
牛股宝模拟炒股去学习一下股票知识、操作技巧，对在今后股市中的赢利有一定的
帮助。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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