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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周五个股票涨停--股票为什么会涨停-股识吧

一、为什么有的股票会连续涨停呢？

原因如下： 1、股价处于低位徘徊，上市公司突然公布重大利好消息，股价复牌后
持股者惜售，持币者急于买入，往往以涨停价格参与集合竞价，结果股价一开市便
涨停，随后以涨停价格排队的买单越来越多，大量踊跃的买单常常意味着第二个交
易日该股仍呈强势。
如97年8月22日沪市哈高科这只股票上市后股价低位盘整，公司公布97年中期业绩
每股收益0.35元，大大出乎市场预料，买入者蜂拥而至，股价连续报收3个涨停板
。
3天过后，当不少散户明白该股中期每股收0.35元是指股本未扩张前的每股收益。
实际根据最新总股本摊薄为0.20元，股价第4天便掉头向下盘跌持续较长时间。
每逢年报或中报公布之际，投资者要特别关注此类“每股收益未摊薄”情况发生。
2、大主力介入的庄股常常涨停。
认真观察股价盘出底部，有大笔买单通常10万股以上不断涌入，应及时介入这样的
股票，往往容易涨停。
主力庄家通常在拉升过程中采取强势上攻势态，拉升涨停板，以吸引广大投资者的
关注和跟风，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
股价涨停后，以涨停价格排队等待买入者众多，通常高达500万股以上或达到该股
流通A股的30%以上，往往形成第二个涨停板或第三个涨停板。

二、股票涨停什么意思，是好是坏

涨停对于持有该股的股民来说是非常好的事。
1、涨跌停板制度源于国外早期证券市场，是证券市场中为了防止交易价格的暴涨
暴跌，抑制过度投机现象，对每只证券当天价格的涨跌幅度予以适当限制的一种交
易制度，即规定交易价格在一个交易日中的最大波动幅度为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下
百分之几，超过后停止交易。
2、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涨跌停板制度是1996年12月13日发布，1996年12月26日开始
实施的，旨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持市场稳定，进一步推进市场的规范化。
制度规定，除上市首日之外，股票（含A、B股）、基金类证券在一个交易日内的
交易价格相对上一交易日收市价格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10％，超过涨跌限价的委托
为无效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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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的涨跌停板制度与国外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股价达到涨跌停板后，不是完
全停止交易，在涨跌停价位或之内价格的交易仍可继续进行，直到当日收市为止
。

三、股票为什么会涨停

1、股票涨停的原因：当买方力量大于卖方，也就是觉得股市未来值得投资的人大
于看淡后市的人就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多数人愿意出比现价更高的价格买股票，
个股价格就会上升带动股市指数上升，从而出现股票涨停的情况。
2、股票涨停，简单来说，基本就是前期积蓄的能量的集中引爆。
而股票的能量来源于股票卖出的惰性。
股票的惰性卖出来源于三个方面：（1）由于股票在股票市场的被“唾弃”或被“
遗弃”而形成，（2）由于股票被“珍惜”或被“珍存”而形成的，（3）由于股票
被冷处理。
3、卖出的惰性就是股票的能量，这是股票涨停或大涨的根本原因，追捧和跟风则
是股票大涨或涨停的直接原因，而对流动表现出极大惰性的股票的突然大量的买进
性操作就是引爆股票涨停或导致的导火索。
当惰性明显的股票出现活跃时，股票必然上涨。
当长时间的惰性股票出现活跃时，由于在股票在供应的量的方面出现危机，往往就
会长时间上涨；
当极其严重的惰性突然出现较大的活跃时，由于股票的供应量出现严重不足，甚至
断层，这样股票也就涨停了。

四、股票为什么会涨停?

可能是 股票为什么会涨停？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说清楚什么是停板。
停板是股票市场中的一种游戏规则。
它是为了防止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引起过度投机，引发市场紊乱，从而对股票市
场上在一个交易日内价格的涨跌幅度，由证券交易所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给予的一定
限制。
如果当天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涨或者下跌到了上、下限，就不得再有上涨或者下跌，
术语称之为停板。
当天股票市场股票价格上涨的最高限度称之为涨停板，当天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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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的最低限度称之为跌停板。
涨停板时的股票价格称之为涨停板价，跌停板时的股票价格称之为跌停板价。
这种规定在国际、国内的股票市场均有使用。
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股票、不同的时期所规定的上涨幅度有
所区别。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我国股市出现过度投机。
同日宣布对上市股票和基金类证券实行10％的涨跌停板制度。
1999年4月22日沪深两市决定对“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实施股票交易特别处
理（即ST），并规定其涨跌幅为5％。
依据上述规定我国深沪两市，一般股票的上涨幅度为10％，而S
T类股票的上涨幅度则为5％。
股票的价格在一个交易日内其涨幅达到规定限幅，其股价就不再上升，大量的交易
就在规定限幅上成交，形成了价格停涨的状态，涨停就随之形成。
无风不起浪，事物发生变化总是有原因的。
在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是建立在可获得完整信息的基础之上，并依据最新信息
变化而快速调整，且围绕其投资价值波动。
股票看涨是因为市场信息源对股票评价上升，而价格看跌是信息源对其评价下跌。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
股票会上涨以至于涨停是上市公司内因和外因分别作用或共同作用的反映，是量变
引起质变的一种标志，是多空双方搏争多方暂占上风的表现；
说白了就是买股票的多，而卖股票的相对较少，买量大于卖量的结果。
而细细析来这个多空变化却有多种不同的影响因素为导因

五、一只股票周五封涨停意味着什么？
请教专业人士，分析一下，多谢了！

由于图片展示的k线太少，整个趋势及形态掌握不到。
而且也不知基本面等信息，故对问题的分析会比较片面。
1、除非周一公司要停牌，否则周五与周四涨停没啥区别。
2、看图显示，这根长阳拉起时过了左峰，且量价配合理想，后势上涨的机会较大
。
3、周一两种走势。
其一是直接强势涨停。
其二是缩量回踩左峰后再次启动。
涨幅参考前期阻力位。
你这是中粮生化，第一目标位、压力位5.34元。
第二目标、压力位，6.8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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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配合基本正常，如果是短线操作，后面放量滞涨时可以考虑出掉。
（突破趋势线，缩量回踩，再放量过顶，非常经典的走法）以上仅供参考，股市变
数很多，要以变应变。

六、股票为什么会涨停

5%就涨停的股票，是S股票和ST股票。
S股在我国是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进入改革程序但尚未实施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股票，在股名前加S，此标记从2006年10月9日起启用，日涨跌幅仍为上下
10%（ST股为5%）。
从2007年1月8日起，日涨跌幅调整为上下5%。
ST股意即“特别处理的股票”。
该政策针对的对象是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的。
1998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宣布，将对财务状况或其它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由于“特别处理”，在简称前冠以“ST”，因此这类股票称为ST股。
其余的股票都是10% ST股的类别： *ST---公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退市预警。
ST----公司经营连续二年亏损，特别处理。
S*ST--公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退市预警+还没有完成股改。
SST---公司经营连续二年亏损，特别处理+还没有完成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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