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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指数的计算方法有哪些-上证股票指数是采用哪
种算法计算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股识吧

一、上证股票指数是采用哪种算法计算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1、“上证指数”全称“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又称“沪指”，是国内
外普遍采用的反映上海股市总体走势的统计指标。
上证指数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于1991年7月15日公开发布，上证提数以"点"为单
位，基日定为1990年12月19日。
基日提数定为100点。
随着上海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于1992年2月21日，增设上证A股指数与上证B股指
数，以反映不同股票（A股、B股）的各自走势。
1993年6月1日，又增设了上证分类指数，即工业类指数、商业类指数、地产业类指
数、公用事业类指数、综合业类指数、以反映不同行业股票的各自走势。
至此，上证指数已发展成为包括综合股价指数、A股指数、B股指数、分类指数在
内的股价指数系列。
2、计算公式
上证指数是一个派许公式计算的以报告期发行股数为权数的加权综合股价指数。
报告期指数=（报告期采样股的市价总值/基日采样股的市价总值）×100
市价总值=∑（市价×发行股数） 其中，基日采样股的市价总值亦称为除数。
3、举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假设上海证券交易所只有A、B、C三只股票组成
，总股本分别是100股、200股、300股，今日收盘价分别是1.00元、2.00元、3.00元。
又假设基期股票总市值及基期指数都是100，股本平均数=（100+200+300）÷3=200
。
那么按照不加权（黄色曲线）的算法，得出的指数值是（1.00×200+2.00×200+3.00
×200）÷100×100=1200。
而按照加权（白色曲线）的算法得出的指数值是（1.00×100+2.00×200+3.00×300
）÷100×100=1400。
4、修正方法 当市价总值出现非交易因素的变动时，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固
定除数，以维持指数的连续性，修正公式如下： 修正前采样股的市价总值/原除数
=修正后采样的市价总值/修正后的除数由此得到修正后的连续性，并据此计算以后
的指数。
当股票分红派息时，指数不予修正，任其自然回落。
根据上海股市的实际情况，如遇下列情况之一，须作修正： （1） 新股上市；
（2） 股票摘牌；
（3） 股本数量变动（送股、配股、减资等等）；
（4） 股票撤权（暂时不计入指数）、复权（重新计入指数） （5） 汇率变动 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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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新股上市第二天计入指数，即当天不计入指数，而于当日收盘后修正指数，
修正方法为： 当日的市价总值/原除数=当日的市价总值+新股的发行股数×当日收
盘价/修正后的除数 除权：在股票的除权交易日开盘前修正指数： 前日的市价总值
/原除数=[前日的市价总值+除权股票的发行股数×（除权报价-
前日收盘价）]/修正后的除数
撤权：在含转配的股票除权基准日，在指数的样本股票中将该股票剔除；
复权：在撤权股票的配股部分上市流通后第十一个交易日起，再纳入指数的计算范
围。
5、指数的发布 上证指数目前为实时逐笔计算，即每有一笔新的成交，就重新计算
一次指数，其中采样股的计算价位（X）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1）
若当日没有成交，则X=前日收盘价 （2） 若当日有成交，则X=最新成交价
上证指数每天以各种传播方式向国内、国际广泛发布

二、上证指数，深成指数是怎么计算的？ 分别代表什么？

要详细解释，太麻烦了，还是找书看看。
上证指数，是上海的综合指数，所有股票全计算；
深成指数，深圳成分指数，按成分股计算。
简单介绍，可以举例说说比如某指数S，其包含的股票有A、B、C、D、E，总股本
为a，b，c，d，e；
某一天该指数S开始，该日A、B、C、D、E股价为A1，B1，C1，D1，E1；
计为100点，作为基准，则第二交易日若股价为A2，B2，C2，D2，E2，该指数S=10
0*（A2*a+B2*b+C2*c+D2*d+E2*e）/（A1*a+B1*b+C1*c+D1*d+E1*e）此为加权计算
，若不加权，则更简单：100*（A2+B2+C2+D2+E2）/(A1+B1+C1+D1+E1）由于股
本变化、分红等导致除权，为保证其连续性，一般都采用加权计算。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指数，也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指数计算方法。
甚至你自己也可以推出自己的指数，但是，任何一个指数推出，要得到大家的认同
，才有推出的意义，所以就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股票来计算，该指数才会比较
真实地反映股票市场的变化。
太少，或选股不当，不具代表性，太多，计算复杂，还有其他我暂时也没想到的一
些缺点。
当某只股票已不具备代表性时，一般要剔除，另外选取一只来代替。
上证综合指数，就相当于全体股东大会（全部参加，无缺席）成分指数，相当于董
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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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指数与资金是怎么换算的？

您收盘后看到上证指数为2999.48点，旁边显示一个向下绿色的箭头是显示（比昨天
收盘时）下跌33.79点，再旁边显示1555.3亿是今天的成交金额。
指数是表示交易所全部股票的涨跌情况，成交金额是表示今天买卖了多少钱的股票
，它们之间没有换算关系。

四、股票上的指标公式是什么?

技术指标有好多，在此就简要的列举几个，全当是抛砖引玉。
DMA指标
DMA指标利用两条不同期间的平均线，计算差值之后，再除以基期天数。
它是两条基期不同平均线的差值，由于其是将短期均线与长期均线进行了协调，也
就是说它滤去了短期的随机变化和长期的迟缓滞后，使得其数值能更准确、真实、
客观地反映股价趋势。
故它是一种反映趋势的指标 应用法则： ① DMA是两条基期不同平均线差值。
实线向上交叉虚线，买进。
② 实线向下交叉虚线，卖出。
③ DMA 也可观察与股价的背离。
RSI指标 相对强弱指数是通过比较一段时期内的平均收盘涨数和平均收盘跌数来分
析市场买沽盘的意向和实力，从而作出未来市场的走势。
(1)计算公式和方法 ＲＳＩ＝[上升平均数÷(上升平均数＋下跌平均数)]×100
应用法则： ① RSI 值于 0%-100%之间呈常态分配。
当6 日RSI 值在94% 以上时，股市呈超买现象，若出现 M头为卖出时机；
当 6日RSI 值在 13%以下时，股市呈现超卖现象，若出现 W底为买进时机。
② ②当快速RSI 由下往上突破慢速RSI 时，为买进时机；
当慢速RSI 由上往下跌破快速RSI时，为卖出时机。

五、沪市指数4000多点是怎么算出来的？

一般而言，我国股票大盘指数是指：沪市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市的“深证成份
股指数”。
这两市的大盘指数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上证综合指数：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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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全部股票（包括A股和B股）为样本，以发行量为权数（包括流通股本和非流
通股本），以加权平均法计算，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日，基日指数定为100点的
股价指数。
深证成份股指数：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所有股票中抽取具有市场代表性的
4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为样本，以流通股本为权数，以加权平均法计算，以1994年7
月20日为基日，基日指数定为1000点的股价指数。

六、股票里的H1指数， H5指数， H10指数，
Z指数是什么意思，分别是怎么计算的？

H1 第一大股东股份所占比例 ，H5前五大股东股份所占比例 ，H10前十大股东股份
所占比例，Z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所占股份之和比上第一大股东所占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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