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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拉升的时候为什么起伏会很大，为什么股价波动会大
于预测 知乎-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价波动会大于预测 知乎

你预测它跌10%，我预测它跌20%，那股价到底是大于预测还是小于预测呢？理智
一点吧，兄弟，股价它怎么可能随着个人的意愿去发展呢？股票赚钱不是基于精准
的预测能力，而是交易策略：1
有个大前提，就是你必须选择大盘处于周级别的上升段去交易。
绝大多股票上涨，你就能有很高的命中率。
频繁震荡，或下跌的行情统统不干。
2 买入后价格向不利发展，多大的亏损是我能接受的，我就接受它，止损。
3 向有利发展，只允许高于买入价卖出，只允许这些利润回吐多少，或许有时候赚
得很少，但我知道我不会输，心理非常的平稳。

二、为什么有些股票会在盘尾直线拉升？有些又慢慢的走高？

因为在尾盘，很多股民都离场了。
所以说尾盘是庄家的天下，庄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在尾盘直线拉升就直线拉升，想在尾盘慢慢走高就慢慢走好，都没有什么抛压了
，还怕什么。

三、股票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发行的股份凭证，代表着其持有者（即
股东）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是一种综合权利，如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
收取股息或分享红利等。
同一类别的每十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所有权是相等的。
每个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所有权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其持有的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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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一般可以通过买卖方式有偿转让，股东能通过股票转让收回其投资，但不能要
求公司返还其出资。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是债权债务关系。
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有限责任，承担风险，分享收益。
股票在交易市场上作为交易对象，同商品一样，有自己的市场行情和市场价格。
由于股票价格要受到诸如公司经营状况、供求关系、银行利率、大众心理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其波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使股票投资者遭受损失。
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越大，投资风险也越大。
因此，股票是一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
例如，称雄于世界计算机产业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当其业绩不凡时，每
股价格曾高达170美元，但在其地位遭到挑战，出现经营失策而招致亏损时，股价
又下跌到40美元。
如果不合时机地在高价位买进该股，就会导致严重损失。

四、股票为什么会涨趺

五、为什么股票每天波动都那么大

你这是以偏概全了，像工行，农行，中石油等大盘股波动通常很小，因为股本太大
，流动性好，账户构成复杂，拉升或砸盘需要大量资金和股份，而且会遇到其他大
户的抵抗，成本太大，风险太高。
中小盘股特别是小盘股股本小，流动性差，大户少，股价易操纵，庄家常砸盘洗筹
再拉高股价，吸引跟风盘，拉高出货从而套现，又使股价暴跌，造成股价大幅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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