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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判断一只股票流动性好不好--如何分析一个股票的股
性-股识吧

一、对于股票的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有人说少于1好，有人说2左右比较好，到底多少比较合理？

事实上，单独用一个指标来判断一只股票的好与坏是不合理的。
拿到某只股票的财务报表，要全面分析才对，这个指标只是反映这个上市公司的偿
债能力大小，数值越大其偿债能力越差。
如果其应收款账款数额比例偏重，则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有问题，再拿应收账款
和销售收入比较，数值越小其经营情况越好！

二、通常情况下，判断股票的流动性强弱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分
析

这些知识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下面中量网给您说个建议：在观察总体成交量的基础
上留意主买盘和主卖盘的量能

三、股市流动性指标怎么选取

展开全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流
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3、现金流量倍数：（1）总现金流量/流动负债（2）经营
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4、可动用的银行短期贷款指标等分别计算上述指标，以并购
前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计算和并购后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现金流量表计
算。
一般都是有可比性的。
特殊地，对于并购行业与原行业有显著区别的，应考虑行业差异导致的相关指标影
响。

四、股市流动性指标怎么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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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在知牛社区里面看到自己信任的投顾（我平时都看他在知牛财经上面直播股票的
）分享的流动性指标选取的干活，发给你吧。
觉得有用就麻烦采纳一下。
股市流动性指标选取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1， 用Amihud（2002）提出的流动性比
率作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指标：Lt=Vt/|lnPt-lnPt-1|其中Vt表示第t
日的交易额，Pt为第t 日的收盘价。
则流动性指标Lt表示的是当天的交易额除上当天对数收益率的绝对值。
2，以Amihud(2002)指标为基础，
在充分考虑股票的流通数量后所设计的指标为：L=1n(Pn /Pn- 1)/(NTn /N )；
其中， Pn 是股票的当前价格， Pn- 1 是股票前一时刻的价格，
NTn是从前一时刻到当前时刻的成交量， N是该股票的总流通股数。
事实上， 这个流动性指标的分母是换手率， 分子是这段时刻的对数收益率。
这个指标的含义是单位资产换手率给价格带来的影响， 或者反过来，
价格产生单位变动所需要的交易量( 换手率)。

五、怎么观察股票的主力动向？

每当股价的涨幅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总有不少股民朋友将股价走势的依据用主力资
金的净流入或净流出来判断。
其实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主力资金，以至于经常出现判断失误的的情况，亏钱了都还
不知道。
所以今天学姐就跟大家好好讲讲主力资金，希望能帮大家掌握。
这篇文章大家一定要看完，尤其要把注意力放到第二点上去。
开始之前，不妨先领一波福利--机构精选的牛股榜单新鲜出炉，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绝密】机构推荐的牛股名单泄露，限时速领！！！一、主力资金是什么？这类
资金，会因为资金量较大而对个股的股价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其统称为主力资金
，包括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中央汇金、证金、外资（QFII、北向
资金）、券商机构资金、游资、企业大股东等。
其中容易引起整个股票市场波动的主力资金之一的当然要数北向资金、券商机构资
金。
一般“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沪深两市的股票，所以那些流入A股市场的香港资金
以及国际资本都称为北向资金；
而港股的代码是“南”，所以才会把流入港股的中国内地资金叫做南向资金。
为什么要注意北向资金，一方面是由于北向资金背后拥有强大的投研团队，比许多
散户掌握更多的信息所以北向资金也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聪明资金”，很多时候
的投资机会我们都能自己从北向基金的行为中得知，券商机构资金不单单拥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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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并且能及时拿到一手资料，业绩较为优秀、行业发展前景较好的个股是我们
通常的标准，与个股而言，他们的资金力量很多时候会影响他们的主升浪，才会被
也喊为“轿夫”。
股市行情信息知道得越快越好，推荐给你一个秒速推送行情消息的投资神器--【股
市晴雨表】金融市场一手资讯播报二、主力资金流入流出对股价有什么影响？正常
情况下，主力资金流入量大于流出量，也就意味着股票市场里供小于求，股票价格
也会变高；
出现主力资金流入量小于流出量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供大于求，股价自然会下跌，
那么主力的资金流向对于股票的价格走向来说确实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不过要清楚的是，单单按照流进流出的数据得到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多数主力资
金流出，股票却提高的情况也有一定概率会出现，其背后原因是主力利用少量的资
金拉升股价诱多，接着再以小单的形式慢慢出货，而且不断的会有散户接盘，这也
就导致股价上涨的原因。
所以必须进行综合分析，选出一支比较合适的股票，提前设置好止损位和止盈位并
持续关注，到位及时作出相应的措施这样的做法才是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盈利的关
键。
如果实在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研究某只个股，不妨点击下面这个链接，输入自己想要
了解的股票代码，进行深度分析：【免费】测一测你的股票当前估值位置？应答时
间：2022-08-26，最新业务变化以文中链接内展示的数据为准，请点击查看

六、如何分析一个股票的股性

首先，股性好是是指个股交易活跃。
衡量个股活跃程度的指标是换手率。
一般来说，个股日换手率在3-10%间属于活跃，日换手率在10-20%间属于高度活跃
，日换手率在20%以上属于超级活跃。
而日换手率在3%以下属于不活跃。
其次，股性还包括每日股价的波动空间。
衡量个股波动空间的指标是股价涨幅。
一般来说，股价日波动空间大，存在短线获利的机会，也是股性好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一般股价日涨幅低于1%属于低波动，在1-4%属于一般波动，在4-7%属于高波动，
在7-10%属于超高波动。
最后，股性还包括股价走势的强度。
衡量股价走势强度主要看形态。
这个需要和大盘对比才容易看清楚。
以上就是个股股性涉及的三个方面：换手率，涨幅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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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何看一支基金的流动性好坏？？

流动性风险是指资产在市场中变现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它是资产变
现能力的综合反映。
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是指基金管理者在面临持有人赎回压力时，难以在合理的时
间内以公允价格将其投资组合变现而引起资产损失或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
当流动性供给者与流动性需求者出现不匹配时，往往会导致流动性的降低。
一般而言，流动性风险的大小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从资金的供给角度看，取决于股
票市场和货币市场；
从资金需求的角度看，则要看基金持有人的结构。
流动性风险是开放式基金运作中所有风险的集中表现，像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操
作风险等，都会通过流动性风险的积聚而爆发。
故此，对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的研究侧重于从证券资产变现和投资者赎回流动性
风险两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投资者赎回时间和赎回数量的不确定所引起的基
金资产变现的不确定损失，其极端情况类似于银行的"挤兑"风险。
导至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风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需
求研究，即由于投资者需求的变化，资金不断流入和流出，导致开放式基金的流动
性风险。
二是资产的流动性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比例研究，流动性的度量指标主要包括成交金
额、换手率、深度、价差、弹性和及时性等。
三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即监管层为了应对投资者赎回造成的流动性风险
而做出的规定，包括正常赎回时和巨额赎回时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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