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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为什么要买到涨停板：游资抢筹是什么意思-股识吧

一、游资封板是不是在买就买不上了？

比如10块的股票可能一直是绿的（不一定是绿的） 吸货以后 拉涨停 人都是这样
便宜的不买 越涨越追涨 拉到涨停 第二天低开高开不一定 然后拉高 非常像涨停
第一天没买到的看又要涨停追进 套死跟还手没什么关系

二、为什么私募基因3点以后推荐的股票第二天都会涨停

你知道股票为什么会涨吗?你知道股票涨的背后是什么吗?你去看，私募推荐给你的
都是中小盘股，这又是为什么呢?还有，私募为什么要在收盘后发给你?背后有什么
原因呢?为什么一些股评家都在节目结束后上台呢?这中间有什么原因吗?请听我来和
你说！第一，股票涨和跌的唯一元凶就是资金其二股票上涨的那刻开始，就是大户
准备获利出货的开始！第三，私幕赚钱的背后就是资金和人气！还加了些谎言！和
诱骗！第四，为什么他们要推荐中小盘，因为那不需要大量资金就可以控盘，也不
会有多个组织在其中！其五也是重要部分并且也是你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在三点后
给出牛股黑马，在第二天就拉高或者涨停！一般他们推荐的股第二天有三种结果，
涨停，走高，高开低走！其一中结果是，所吸引的目光众多，或者有其他机构看上
这只股的潜力，而那个私幕在抛售获利盘后，全部被第二户接手了~导致继续涨停
！其二走高反底还是涨，是因为吸引的目光并不够，但是还是有的，私幕出光后还
是有一部分资金能够顶住他们的抛盘！其三，很简单，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听信他
们的话！但是他们还是坚决出货了！就那么个原因，为什么巴非特那么容易赚钱，
因为他的人麦大，都信任他，所以他很好赚钱，低点总是他的货，然后让信任者去
接盘！老记，股票在没启动时，机会就是你的，等启动了，机会就是潜伏在里面的
人的，！并且也是庄家的！

三、游资封板是不是在买就买不上了？

封板的一般都很难买的上！不管是谁封板

四、股票~为什么涨停的股票那么多人买？？这是什么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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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许多人看中了这个股票，股价才能步步推高，其股价越涨，人气往往越旺
，中小散户大多数是买涨不买跌的做法，涨停板了，还希望当天能买进去，第二天
涨了好高抛。
在中国A股市场，均设有涨幅和跌幅的限制，他们都是10%的限制，即所谓的涨停
和跌停，10%的涨幅是针对上一交易日股价而言的，即今天这支股票股价涨到10%
股价就不会再涨了，被限制了，但是它不影响买卖，但是一旦达到10%涨停很难买
到，因为这时股价较高，卖的人很少，大家都不愿意卖。
还有涨停和跌停适用中国所有A股，另外第一次上市交易股票当天没有涨停限制，
第二天才有限制，股市中的权证也没有涨停和跌停限制。

五、游资和主力（庄）做股票的区别

游资和主力的区别：股价持续上涨自然是大家希望的，但股价拉升是游资行为还是
主力带动？却能关系到个股的后期走势，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期上升的空
间，因此分别理解这两类资金的操作思维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区别如下：1、股价启动时的表现不同。
尽管都是加速当天涨停，但由于游资没有经历建仓的过程，喜欢抢筹，快速就会封
死涨停。
有的游资更是直接开盘就涨停封住吃货。
主力股（庄股）都是先拉高，在高位横盘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地推到涨停。
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点位，用最小的代价把股价拉上去，是主力的惯用操盘
手法。
2、成交量上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游资在抢货之前没有建仓环节，成交量相对之前很长时间有明显放大。
由于游资来去匆匆，抢筹出货都容易用极端手法，所以游资操作过的股票，容易出
现天量、巨量。
短线游资突击的股票恰恰相反，一旦后面成交量大幅萎缩，就说明主力没钱了，或
者玩击鼓传花游戏的时候，后面的资金就跟不上了，那股价很快会掉头下来，萎靡
不振。
块涨快跌，成交量大幅变化的股，大多都是游资操作的股票。
3、洗盘风格的不同。
在股价拉升后，中间必然也会出现洗盘走势，一为洗掉获利浮筹，二为洗掉上方筹
码，三为拉高市场持仓成本。
游资操作的股票：这样的洗盘多半是盘中就完成了，或者用2、3天完成。
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点。
短线游资炒作的股票，中间喜欢用大阴线巨量洗盘，甚至会间隔性地大阴线洗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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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比如涨停后放量大阴线了。
游资炒作的股票，洗盘主要目的是为了吃更多的货，便于做后期的拉升。
主力操作的股票：在拉升途中的洗盘虽然会有阴线，但往往阴线不会特别大，或者
只会有一次高开造成的阴线，连续的或者间隔的放量大阴线不会有。
主力操作的股票本来筹码就很稳定，他的洗盘只是不断抬高市场平均成本，为最后
的出局做准备，而不是为了吃更多的货。
4、流通盘的不同。
一般游资不参与大的流通盘的股票（大概5个亿以上的不参与）流通盘太大，所需
要的资金量也大，上涨拉升吃力，上涨速度不快。
5、分时走势不同。
主力庄家在拉升股票时，分时走势往往是N字波拉升，然后震荡调整，收盘是大阳
线，而且经常不让股票涨停板。
游资拉升的分时走势往往是低位震荡小幅盘上，然后突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线上
升至涨停板。
6、盘口买卖单的不同。
主力庄家在拉升股价时，很少用连续的大单向上扫货，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抢
筹。
他们往往在关键的价位用大单向上攻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游资的买单往往是连续的3.4位数大单蜂拥而上直到涨停。
主要是因为游资没有建仓的过程，需要快速抢筹，甚至涨停板上吃货。

六、请问股市里面的游资是怎么炒作股票的？要多大的换手才能
出货？

比如10块的股票可能一直是绿的（不一定是绿的） 吸货以后 拉涨停 人都是这样
便宜的不买 越涨越追涨 拉到涨停 第二天低开高开不一定 然后拉高 非常像涨停
第一天没买到的看又要涨停追进 套死 跟还手没什么关系

七、退役大佬告诉你：游资喜欢炒作什么样的股票

从游资的角度看，它要介入一只股票，会首选没有没有机构的股票介入。
但是，A股的个股都是有机构运作的，只有上市时间短暂的次新股机构暂时无法控
盘。
所以，次新股是游资操作的首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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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游资会次选机构出货末期的股票。
这时候机构无法有效打压游资也没有很多筹码抛给游资，游资做盘压力不大。
所以，下跌末期超跌反弹的个股也往往是游资的重点操作目标。
另外，有利好的个股，股价又处于上升趋势中低位置的个股，游资也喜欢操作，这
时候机构也不会随便打压。
&nbsp；
综上所述，游资介入股票的位置是精选的，一般以不和机构有冲突为主。
机构则是按照自己的操盘利益，对不同位置介入的游资进行不同对待。
关键还是利益问题。
有利的就利用，有害的就打压。

八、游资抢筹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游资是什么，在股市中人们把追逐高额利润
而在各金融市场之间流动的短期资产称为游资。
直白一点说游资就是短线投资者。
二是抢筹，是指前面提到的游资，在公开的股票二级市场上短期投入大量资金买入
一支或几支股票的行为。

九、游资抢筹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游资是什么，在股市中人们把追逐高额利润
而在各金融市场之间流动的短期资产称为游资。
直白一点说游资就是短线投资者。
二是抢筹，是指前面提到的游资，在公开的股票二级市场上短期投入大量资金买入
一支或几支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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