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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涨停和跌停有什么区别—涨停和跌停是什么意思-
股识吧

一、股市中的涨停和跌停是什么意思？

涨停和跌停是涨幅或跌幅为10%，ST股为5%。
可以买卖，你手里有涨停股随时可以卖，想买必须有人卖才买的到。
跌停股随时可以买，想卖出的话得有人买。
简单的说就是涨停股没人想卖，所以难买。
跌停股没人想买，所以难卖。
下一个交易日开市前有15分钟集合竞价时间，集合竞价得出的价格就是开市价。
一般和前一天的收市价差不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现在开市价就比前一天收市价
低。

二、涨跌幅限制和涨停跌停的区别?

以中国来说涨跌幅限制，就是把一只股票当天成交范围，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超过成交范围申报不成立涨停=某股报价=昨日收盘价*110%跌停价=某股报价=昨日
收盘*90%高于涨停价或低于跌停价的申报不成立。
系统不接受。
（新股上市或重新上市第一天 无涨跌幅限制。
st股涨跌幅限制为5% 正常a股为10%）

三、股票涨停和跌停是什么意思。

今日涨停价=昨日收盘价+(昨日收盘价x10%)
今日跌停价=昨日收盘价-(昨日收盘价x10%) 如果是ST股则是乘5% 分后面的小数是
四舍五入法：例4.56元的10%为0.456元，则它的涨就加0.46元、跌停扣除0.46元 由于
股票价格只能精确到分，因此涨跌停时，其涨跌幅有的大于10%，有的小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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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叫涨停和跌停？

今日涨停价=昨日收盘价+(昨日收盘价x10%)
今日跌停价=昨日收盘价-(昨日收盘价x10%) 如果是ST股则是乘5% 分后面的小数是
四舍五入法：例4.56元的10%为0.456元，则它的涨就加0.46元、跌停扣除0.46元 由于
股票价格只能精确到分，因此涨跌停时，其涨跌幅有的大于10%，有的小于10%

五、股票市场的涨停和跌停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股票的上涨和下跌有个幅度的控制。
国内为10%，即单日涨幅和跌幅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10%。
例如A股上日收盘价为10元，如果今日该股票上涨1元，或者下跌1元，则达到涨停
或者跌停。
涨停或者跌停的股票当日则不再继续进行交易，下个交易日才能继续交易。
因此同支股票在同一交易日不可能同时出现涨停和跌停。

六、股票中的涨停和跌停是什么意思

国内股票市场为了限制过度投资而制定的涨跌停政策，即一支股票在一天中涨跌的
幅度不能大于股票本身价格的10%，如果涨跌幅度等于10%，则这只股票今日从涨
跌幅为10%时开始停牌，下一个交易日再继续开盘~

七、涨停和跌停是什么意思

涨停：为了减少股市交易的投机行为，规定每个股票每个交易日的涨跌幅度，达到
上涨上限幅度的就叫涨停.就中国股市来说，每个交易日涨跌限幅为10%，达到10%
涨幅的就是涨停，当天不能再涨了.对特别处理的ST股票规定只能每天涨5%就涨停.
跌停：沪/深两市某只股票在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基础上，限定上下10%浮动，上
涨10%为涨停，下跌10%为跌停，每天都可以涨停/跌停10%；
st和 *st开头的是5%的涨停/跌停限制；
新股(N开头的)上市的第一天不受10%的涨停/跌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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