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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好的股票创一年新低为什么很多有利好的股票反而
去下跌-股识吧

一、为什么很多有利好的股票反而去下跌

上市公司公告出利好，有时候股票不涨反跌，往往有多方面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如
下多重原因：一是主力与上市公司又密切配合行动，恶意残害股民百姓的情况会有
，但不会很多；
二是主力借利好出货的情况还会有，前提是主力已经盆满钵满、股价位置相对偏高
；
三是股民心态不正、恐慌症、骨牌效应严重影响着股价和走势；
四是主力借机砸盘诱空、低吸廉价筹码。
。
。

二、为什么大多数人看好的股票就会下跌呢

在股票市场里，物以稀为贵这句话也是使用的。
多数人都看好，你最好不要去凑热闹。
否则是要挨套的。

三、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又非常好，为什么股票还老是跌

企业与股市行情不是完全相关的。
股票价格有情绪化的一面，企业长期业绩决定股价，还有未来前景等很多因素决定
。
看看《聪明的投资者》，《证券分析》，《金钱的主人》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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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什么很多有利好的股票反而去下跌

1.基本面信息和股价不是绝对关系2.股票的涨跌，基本面的信息只决定他的根本质
量，而不是直接决定因素。
3.直接决定因素，第一是筹码面，意思就是持有这家股票大多流通股份的人是主力
还是散户，如果是主力，易涨难跌，如果是散户，易跌难涨。
然后，如果是主力的话是哪一种类型的主力。
国家队，法人机构，外资这类型的主力，股票确定上涨趋势后，就会沿着固定的均
线上涨，正乖离过大就会拉回，比如茅台，格力的六十日均线。
但如果主力是牛散，游资，私募之类，股性就会较为活跃，来回波动大，需要更多
的方法去判断买卖。
4.直接决定因素，第二是技术面，技术面不是网上泛泛而谈的什么技术指标，K线
组合这些，而是量价，趋势，波浪，时间转折等等，这些东西是主力进出的痕迹，
可以最快捷的判断要涨要跌或者要盘整。
关于利好，你可以想想这个逻辑，不管什么利好消息，公司老板大股东甚至是行业
对手或者调研过得机构都会比看公告看新闻的你先知道吧。
那么是好事情，他们就会先买，股价就会先涨。
等利好公布出来就出货给后知道消息进入的人，所以有利好反而下跌。
比如赣锋锂业之前公布三季报利润大涨106%当天跳空跌4%.到现在接近20%。
就是这个套路还有什么不懂可以追问

五、为什么很多股票发行价都很高，但是后面都暴跌？

新股估值低，发行价低。
上市后筹码锁定好，被爆炒是必然的。
所以会连续N个涨停板。
然后觉得获利多的，就可以出货了，最后就是价值回归的阶段。
这都形成套路了。

六、为什么有的股涨停不到百分之十?

展开全部你好，退市警示股票的涨跌停都是5%，普通股票之所以不到10%或者超过
10%，因为计算涨跌停价格采取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比如昨日5.44，今天涨停价格为5.98，实际涨幅为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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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市今天又创新低，是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出台 周边股市也表现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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