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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股票开板价格不一样为什么黄金在不同平台上
的开盘价不一样呢-股识吧

一、为什么一支股票在两家证券公司涨停价格不一样

证券公司只是提供交易的通道，而股票的涨停价是多少，和哪个证券公司没关系，
这个价格面向所有股民都是统一的。
你说的两个软件显示的价格不一样，可能只是一个软件的数据出现错误。

二、为什么有的股价发行几块有的有几十上百块呢

一般是按当时同行业的平均市盈率的市场定的发行价。
不同的行业市盈率是不一样的，就像银行的市盈率才十几。
这次农行发行价才两块多，那些朝阳行业市盈率就要高很多，所以发行价也高。
同时也要看大盘的走势，大盘走强时发行价就比较高，大盘弱时发行价也要低得多
。
要是农行在去年底发行就不止这个价了

三、一只股票昨收和今开价为什么会不同还有最多能走差几个百
份点

每天开盘前9：15-9：25为集合竟价时间集合竟价最后的成交价成为今天的开盘价
因为我国涨跌幅10％限制，所以开盘价为昨天收盘计算的涨跌10％比如你说的昨天
收10.10 最高开盘价为11.11 最低开盘价为9.09

四、股票为什么会价格差别很大

股价是指股票的交易价格，与股票的价值是相对的概念。
股票价格的真实含义是企业资产的价值。
股价=每股收益x市盈率。

                                                  页面 1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就股市而言，概括地讲，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可分为：个别因素和一般因素。
个别因素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其所处行业地位、收益、资产价值、收
益变动、分红变化、增资、减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供求关系、股东构成变化
、主力机构（如基金公司、券商参股、QFⅡ等等）持股比例、未来三年业绩预测
、市盈率、合并与收购等等。
一般因素分：市场外因素和市场内因素。
市场外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社会形势；
社会大事件；
突发性大事件；
宏观经济景气动向以及国际的经济景气动向；
金融、财政政策；
汇率、物价以及预期“消息”甚或是无中生有的“消息”等等。
市场内因素主要包括：市场供求关系；
机构法人、个人投资者的动向；
券商、外国投资者的动向；
证券行政权的行使；
股价政策；
税金等等。
就影响股价变动的个别因素而言，通过该上市公司的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大抵可以
判断是否值得投资该股以及获利预期。
对于缺乏一般财务知识的投资者来说，有几个数据有必要了解，它们是：该上市公
司的总股本和流通股本、前三年的收益率和未来三年的预测、历年的分红和增资扩
股情况、大股东情况等等。
这些是选股时应该考虑的要素。
就影响股价变动的一般因素而言，除对个股股价变动有影响，主要可以用作对市场
方向的判断，而且市场对场外的一般因素的反应更为积极和敏感，这是因为场外的
任何因素要么利好市场，要么利空市场，这就意味着股价的涨跌除上市公司本身因
素外，空头市场还是多头市场的判断来自于影响整个市场的诸多因素。

五、盘面上显示的股票价格为什么不同呢?

就是600795吧，在2008年3月17日除权除息了，每10股送10股派1.20元，当你选择“
后复权”时，就是你所描述的情况了复权分为：前复权、后复权和定点复权，一般
右键单击都有这样的选项“复权处理”，选择“不复权”，二者就一直了，不明之
处给我留言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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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什么昨日收盘价跟今日开盘价会不同？？？

开盘价：又称开市价，是指某种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每个交易日开市后的第一笔买卖
成交价格。
世界上大多数证券交易所都采用成交额最大原则来确定开盘价。
如果开市后一段时间内（通常为半小时）某种证券没有买卖或没有成交，则取前一
日的收盘价作为当日证券的开盘价。
如果某证券连续数日未成交，则由证券交易所的场内中介经纪人根据客户对该证券
买卖委托的价格走势提出指导价，促使成交后作为该证券的开盘价。
在无形化交易市场中，如果某种证券连续数日未成交，以前一日的收盘价作为它的
开盘价。
股票每日的开盘价是怎么定的`？ 通过集合竞价确定开盘价 在股票交易中股票是根
据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的原则成交的，那么，每天早晨交易所刚上班时，谁是那个
"价格优先者"呢？ 其实，早晨交易所的计算机主机撮合的方法和平时不同，平时叫
连续竞价，而早晨叫集合竞价。
每天早晨从9：15分到9：25分是集合竞价时间。
所谓集合竞价就是在当天还没有成交价的时候，你可根据前一天的收盘价和对当日
股市的预测来输入股票价格，而在这段时间里输入计算机主机的所有价格都是平等
的，不需要按照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的原则交易，而是按最大成交量的原则来定出
股票的价位，这个价位就被称为集合竞价的价位，而这个过程被称为集合竞价。
直到9：25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证券公司的大盘上各种股票集合竞价的成交价格
和数量。
有时某种股票因买入人给出的价格低于卖出人给出的价格而不能成交，那么，9：2
5分后大盘上该股票的成交价一栏就是空的。
当然，有时有的公司因为要发布消息或召开股东大会而停止交易一段时间，那么集
合竞价时该公司股票的成交价一栏也是空的。
因为集合竞价是按最大成交量来成交的，所以对于普通股民来说，在集合竞价时间
，只要打入的股票价格高于实际的成交价格就可以成交了。
所以，通常可以把价格打得高一些，也并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普通股民买入股票的数量不会很大，不会影响到该股票集合竞价的价格，只不
过此时你的资金卡上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
从9：30分开始，就是连续竞价了。
一切便又按照常规开始了。
集合竞价是指对一段时间内所接受的买卖申报一次性集中撮合的竞价方式。
我们知道，每天开盘价在技术分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世界各国股市市场均采用集合竞价的方式来确定开盘价，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防止人为操纵现象。
在咨询文件的创业板交易规则中，对集合竞价的规定有两点与主板不同：第一，集
合竞价时间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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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的每交易日上午9：15-9：25为集合竞价时间，改为每交易日上午的9：00-9
：25，延长了15分钟，这使得参与集合竞价的申报更多，竞价更充分，
加大了人为控制的难度，也使得开盘价更为合理，更能反映市场行为，
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第二，文件规定，每交易日上午开盘集合竞价期间，自确定开盘价前十分钟起，每
分钟揭示一次可能开盘价。
可能的开盘价是指对截至揭示时所有申报撮合集合竞价规则形成的价格，这条规则
在主板中是没有的，主板只公布最后集合竞价的结果。
这条规则的意义就在于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能够更多、
更细地掌握市场信息，特别是对于新股上市首日的集合竞价，意义更加重大，
它使投资者能够提前在集合竞价期间就掌握较为充分的市场信息，从而作出决策。
这体现了市场的公开原则.

七、为什么黄金在不同平台上的开盘价不一样呢

你确定是开盘价不一样？按道理同一种黄金品种同一交易时间开盘价就一个的怎么
会不一样呢！如果真是这样有可能是他们开盘价的换算公式有区别吧！你可能看到
的是同一时间不同平台上看到的价格不一样吧？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平台其数据来
源不同，因此数据传输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八、股票发行价和开牌价格怎么不一样啊

发行价是公司在一级市场根据股本等因素确定的融资价格，而上市首日开盘价是交
易系统自动撮合的价格，是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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