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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复权历史什么时候开始的⋯进行股票分析时为什么要
复权，缠论分析股票考虑复权-股识吧

一、豫园商城的股价曾达到过万元一股，具体时间是哪天？

那是老八股的年代，上海股市除了有一只浙江的浙江凤凰股份外都是上海本地的股
票。

二、股市上的填权，除权和复权是什么意思？

所谓复权就是对股价和成交量进行权息修复，按照股票的实际涨跌绘制股价走势图
，并把成交量调整为相同的股本口径。
向前复权，就是保持现有价位不变，将以前的价格缩减，将除权前的K线向下平移
，使图形吻合，保持股价走势的连续性。
向后复权，就是保持先前的价格不变，而将以后的价格增加。
上面的例子采用的就是向后复权。
除权是指上市公司欲进行分红送股或者增资扩股，在股票除权日须对该股票的除权
后价格进行重新确定和计算。
通常做法是将该股票除权日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照规定的除权公式，扣减含
权差价，即是除权后的价格，投资者将在此除权价格基础上进行竞价买卖。
所谓填权，则是指除权后该股票价格出现上涨，将除权前后的价格落差部分.。

三、股票600367从开始上市那一年到今日复权后总价是多少元/
股？

1）600367今日复权价41.65元（软件提供，我没验算，不知道是否精确）。
2）计算复权价的方法（我自己写的，可能不规范，但肯定是对的）—— 复权价 =
未复权价 × （10 + X）/10
式中X为“每十股送股数”（如有多次送股，你就多乘几次）。
复权价 = 未复权价 + Y/10 式中Y为“每十股分红”（单位：元）。
3）炒股软件上如何找复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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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个股的K线图上点鼠标右键，一般都有自动复权。
4）计算公式同（2）。
5）关于“前复权”和“后复权”。
我建议你使用“前复权”，即以当前价格为标准，变动、调整除权以前的价格，这
样有利于你和当前分时图对照，也方便交易、记忆；
“后复权”是以上市时的价格为基准，变动、调整除权以后的价格，有利于观察当
时的投资（比如10元/股）现在变成了多少元。
虽然我平时都用“前复权”，但是我知道，复权概念的提出，其最早的本意，是“
后复权”。
“前复权”和“后复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即不管你用何种方式，“当前价”和“上市价”的比值始终是一样的。

四、“除权”“复权”分别是什么意思？

一、除权除息的概念 上市证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交
易所会在股权(债权)登记日(B股为最后交易日)次一交易日对该证券作除权除息处
理。
除权除息的基本思想就是"股东财富不变"原则，意即分红事项不应影响股东财富总
额，这是符合基本财务原理的。
依据此原则，交易所在除权前后提供具有权威性的参照价格，作为证券交易的价格
基准即除权除息报价。
在除权除息日交易所公布的前收盘是除权除息报价而非上一交易日收盘价，当日的
涨跌幅以除权除息报价为基准计算，所以能够真实反映股民相对于上一交易日的盈
亏状况。
交易所依据"股东财富不变"原则制定除权除息报价计算公式，目前沪深交易所除权
除息报价的基本公式如下(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会有所变动)： 除权(息)报价＝[(前收
盘价-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二、复权的概念 除权、除息之后，股价随之产生了变化，往往在股价走势图上出
现向下的跳空缺口，但股东的实际资产并没有变化。
如：10元的股票，10送10之后除权报价为5元，但实际还是相当于10元。
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部分投资者的正确判断，看似这个价位很低，但有可能是一个
历史高位，在股票分析软件中还会影响到技术指标的准确性。
所谓复权就是对股价和成交量进行权息修复，按照股票的实际涨跌绘制股价走势图
，并把成交量调整为相同的股本口径。
例如某股票除权前日流通盘为5000万股，价格为10元，成交量为500万股，换手率
为10%，10送10之后除权报价为5元，流通盘为1亿股，除权当日走出填权行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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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于5.5元，上涨10%，成交量为1000万股，换手率也是10%(和前一交易日相比具有
同样的成交量水平)。
复权处理后股价为11元，相对于前一日的10元上涨了10%，成交量为500万股，这样
在股价走势图上真实反映了股价涨跌，同时成交量在除权前后也具有可比性。

五、前几年牛市中有的股票复权后怎么翻百倍有的说翻上千倍

所谓复权就是对股价和成交量进行权息修复，按照股票的实际涨跌绘制股价走势图
，并把成交量调整为相同的股本口径。
向前复权，就是保持现有价位不变，将以前的价格缩减，将除权前的K线向下平移
，使图形吻合，保持股价走势的连续性。
向后复权，就是保持先前的价格不变，而将以后的价格增加。
上面的例子采用的就是向后复权。
除权是指上市公司欲进行分红送股或者增资扩股，在股票除权日须对该股票的除权
后价格进行重新确定和计算。
通常做法是将该股票除权日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照规定的除权公式，扣减含
权差价，即是除权后的价格，投资者将在此除权价格基础上进行竞价买卖。
所谓填权，则是指除权后该股票价格出现上涨，将除权前后的价格落差部分.。

六、请问什么时候选择看复权信息?

前复权：越是向前的股价会与实际成交的价格有巨大变化后复权：越是靠近现在的
股价会与实际成交的价格有巨大变化复权是为了剔除除权送股增发的影响。
简单的想一想，如果一只股票刚刚10送10了，你不复权，所有均线指标系统全都不
正确。
所以如果你要看最近的技术指标，最好向前复权。
你要看这家公司从上市至今的成长情况，那向后复权。

七、进行股票分析时为什么要复权，缠论分析股票考虑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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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_^)／很高兴为您解答。
简单点的，同花顺旗下投资账本APP，可以导入股票，分析近2年收益盈亏。
另外，分析股票走势的方法很多，如下就常用的一些方法列举出来：技术分析：1.
看K线图 股价是处于上升通道还是下跌通道？上升通道可以关注，但不要盲目追高
，下跌通道不要碰。
2.看金叉死叉 当短期均线上穿中期或者长期均线时，形成最佳买点即金叉；
短期均线下穿中期或者长期均线时，形成最佳卖点即死叉。
这时再卖已有些下跌，因炒股软件里面的指 标有些滞后。
3.看量价关系 没放量股价在微涨，说明主力在布局；
在上升通道中，明显放量但股价微跌，此时主力在盘整打压散户；
放量逐渐加剧，此时拉高，主力快出货了，不要盲目追涨。
后面剧烈放量股价并未涨就是主力悄悄出货了。
基本面分析：1.看公司有没有重组消息？重组包含很多方面。
2.看公司是否有关联交易？3.看公司前期是否有亏损？4.看上市公司产品是否属于
国家政策扶持还是打压的？5.看公司的盈利能力。
只要把以上的方法真正撑握了，你就是一个稳健的股票玩家了！但要注意炒股的心
态！做短线，中线，长线完全看你个人的资金量了！投资者炒股得掌握好一定的经
验和技巧，这样才能分析出好的股票，平时得多看，多学，多做模拟盘，多和股坛
老将们交流。
吸收他们的经验。
来总结一套自己炒股盈利的方法，这样炒股相对来说要稳妥得多，我现在也一直都
在追踪牛股宝里的高手学习，感觉还是受益良多，愿能帮助到你，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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