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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成交量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大：股票有没有这样的情
况（成交量小，成交金额大）那怎么形成的-股识吧

一、成交量与成交额有什么不同？股市方面的，谢谢

首先应该明确：成交量的单位是手，成交额的单位是元。
成交量就是成交的数量。
成交量可以用换手率来表示，换手率=成交量/流通股。
由于每只股票的流通股是不同的，所以，为了更好的研究股票的成交情况，一般把
换手率看作成交量好些，比单纯看成交额更客观。

二、如何判断一只股票的成交量是大还是小？

换手率是判断成交量大小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换手率分成如下个级别：
绝对地量：小于1% 成交低靡：1%——2% 成交温和：2%——3%
成交活跃：3%——5% 带量：5%——8% 放量：8%——15% 巨量：15%——25%
成交怪异：大于25% 我们常使用3%以下这个标准，并将小于3%的成交额称为“无
量”，这个标准得到广泛认同。
更为严格的标准是2%。
特别注意大盘股，虽然只有1%左右，但是却是成交几亿，这个是很活跃的。
这种判断要结合其在前期高位的换手率和低位的换手率。

三、股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成交量小，成交金额大）那怎么形
成的

不可能成交量小而成交额大，因为 成交量 × 每股股价 = 成交额这是正相关的两个
量，所以成交量放大的话资金参与程度当然也就更深咯⋯⋯

四、我不明白同一支股票为什么成交量大,而成交金额却小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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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回事

呵呵，成交量大不大是比出来的，是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是针对前期的成交量而
言，简单的说前期每天的成交量只有几百万，今天突然放大到几千万，这才能叫成
交量大，几千万成交额算小还是多？也是个相对概念，如果对比目前的中石油每天
上亿的成交量都算小，大和小是个相对的概念，你先回到你提的问题，你怎么就知
道他成交量大？多少才算大？没有绝对的标准，不要被成交量x均价=成交额这个
简单的数学公式迷惑，最标准的答案给你了。

五、如何判断一只股票的成交量是大还是小？

换手率是判断成交量大小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换手率分成如下个级别：
绝对地量：小于1% 成交低靡：1%——2% 成交温和：2%——3%
成交活跃：3%——5% 带量：5%——8% 放量：8%——15% 巨量：15%——25%
成交怪异：大于25% 我们常使用3%以下这个标准，并将小于3%的成交额称为“无
量”，这个标准得到广泛认同。
更为严格的标准是2%。
特别注意大盘股，虽然只有1%左右，但是却是成交几亿，这个是很活跃的。
这种判断要结合其在前期高位的换手率和低位的换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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