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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周期是怎么形成的—关于股票分析周期的问题！-股
识吧

一、哪一因素是引起股市周期变动的根本原因

股票竞价交易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
价格优先的含义是：市价委托申报优于限价委托申报，较高价格买入申报优先于较
低价格买入申报，较低价格卖出申报优先于较高价格卖出申报。
时间优先的含义是：买卖方向、价格相同的，先申报。

二、股票 周期 是什么

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特征重复出现，其接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称为
周期。
周期性行业是指和国内或国际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的行业，其中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包括大宗原材料，【如钢铁、煤炭】等。

三、关于股票分析周期的问题！

进行大盘的常态分析，遵循（由远及近、看长作短、小周期服从大周期、大形态影
响小图形）的原则：例如：首选月线级别状态，次选周线级别级别状态，最低要求
是日线级别级别状态，而60分钟，30分钟，15分钟形态只为介入点，不做常态分析
依据。
根据统计，大盘目前所处位置、市场信心等多种因素直接制约着操作展开方式，以
及展开操作的规模和级别。
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首先是个出色的大盘分析者。
研判大盘所处状态的方式、方法很多，但通过全部流通股所处状态统计及大盘相关
数据的概率统计，（如个股的涨跌个数、股价的高低、个股年收益分布，大盘波动
区间等）来确定大盘所处阶段和阶段中的短期趋势，应当是我们对大盘进行研判的
主要手段和方法。
个股操作系统 1．个股图表的价量关系：价格和成交量出现有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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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股处于大型一浪与三浪初中期阶段。
3．月、周的较大级别的技术特征处于低位确认，KDJ指标处于低位区域。
4、对于个股而言，6日乖离率在－10%至－11%以上特别是－12%至－14%(当然首
先必须排除问题股，这一点现今极为重要)时，往往容易引发次中级反弹。
用25日乖离率低于－19%及60日乖离率低于－20作为辅助技术条件，可以避免均线
刚交叉向下的个股，其中短线出击的胜率会有所加大。
对于年线、半年线保持向上的个股6Y＜－11%，有时意味着中级(次中级)底部的形
成。
6Y＜－8乃至6Y＜－6时对于某些强庄股也是中短线买点，但必须注意配合其他指
标以提高胜率。
5.市场阶段循环状态判定技术：以短期中期均线判定短期与波段可操作性策略参照
物 1).向上：视成交量的多少判定强市中的强市与强市中的弱市
2).向下：根据成交量的大小判定弱市中的强市与弱市中的弱市
3).走平：根据市场成交量大小决定资金的可操作性及舱位

四、股票运动周期的三个阶段是什么？

空头市场会历经三个主要的阶段：
一：市场参与者不再期待股票可以维持过度膨胀的价格；
二：卖压反映经济状况与企业盈余的衰退；
三、来自于健全股票的失望性卖压，不论价值如何，许多人急于求现至少一部分的
股票。
多头市场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对于未来的景气恢复信心；
第二阶段，股票对于已知的公司盈余改善产生反应；
第三阶段，投机热潮转炽而股价明显膨胀--这阶段的股价上涨是基于期待与希望。

五、股市的时间周期有哪些说法，对股市影响几何

&nbsp；
&nbsp；
&nbsp；
&nbsp；
股市的时间周期说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进行短线操作，看5分钟、15分钟k线图
走势，要领是快进快出，不能止盈便止损，决不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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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说法促使交易频繁发生，其交易过程对于股市的股价起伏波动影响较大。
还有一类说法是中长线持股，一般不看分时走势、不看日k线走势，主要看月k线走
势、周k线走势，选择好股票，择机低吸之后就持股待涨，持股时间至少三个月。
相信并且按照这一类时间周期说法去做的投资者是稳定股市不可缺失的支撑力量。

六、股票的涨跌周期怎么算呢？

长线的周期一般和经济周期类似，也就是3~~5年，但是比经济周期来的早也要去
的早。
中短线的比较难预测了。
中线的可能邑个政策就可以让他来一个几周的行情。
比如说今年年前到现在的这一波。
而短线行情的涨跌是靠股票供求关系而形成的。
因此涨跌周期是完全不可定的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七、股市上的时间周期是什么意思

在量、价、时、空四大技术要素中，最难解决的应属时间，江恩理论与弗波纳奇数
列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弗波纳奇数列又称为大自然的数字，是意大利数学家弗波纳奇在13世纪时所发现的
，为波浪理论、黄金分割等技术分析的数字基础。
其本身属于一个极为简单的数字系列，背后却隐藏着无穷的奥妙，具有许多神奇之
处，如一个数字同其后一个数字的比值，大致接近于0.618的黄金分割率，因此又
称为神奇数字。
构成弗波纳奇神奇数字的基础非常简单，由1，2，3开始，产生无限数字系列，3为
1与2之和，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全部依照上述简单的原则，两个连续出现的相
邻数字相加，等于一个后面的数字。
例如3加5等于8，5加8等于13，8加13等于21，⋯⋯直至无限。
因此神奇数字系列包括下列数字：1，2，3，5，8，13，21，34，55，89，144，233
，377，610，987，1597⋯⋯直至无限。
其实《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早就道出了神奇数字的真谛："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
"目前无法提出有力的科学证据，证明股价波动周期与神奇数字存在绝对的关联，
但现实市场中却确实存在相当多的例子，许多重要的头部与底部，其波动周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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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周、8月、13周、13月、21周、21月等，与神奇数字不谋而合。
这与廿四节气易转势相类似，数学与天文学在预测中的神奇发挥，产生了玄学般的
结果。
为了更好地把握股价转势，要充分运用神奇数字时间之窗。
神奇数字时间之窗画法如下：首先确定起点，必须为一波行情的底点或高点，如反
弹起点1339、1311，牛市终点2245等；
其次从起点开始向后推算，其之后第3、5、8、13、21、34、55⋯天（可以为周或
月甚至年为单位）往往容易形成时间之窗，股价会发生转势，结束上涨或下跌的时
间周期；
当一段行情结束，又产生新的底点或高点，可以以该转势点作为新的起点，重新绘
制神奇数字时间之窗。
神奇数字时间之窗最大用处就是可以告诉我们股价可能会在何时转势，在上涨行情
中当股价波动至神奇数字时间之窗时，有可能形成高点；
在下跌行情中当股价波动至神奇数字时间之窗时，有可能形成低点。
当然这里所谓的低或高点，有时不一定就形成底部或头部，可能仅产生反弹或回调
的小型转折点。
案例：以2001年6月14日见顶2245为起点，画出神奇数字时间之窗，可看到其之后
的第8、13、21周皆曾短暂止跌企稳，其之后的第33周（与34周偏差一周）产生了
重要底点1339，其之后的第52周（与55周偏差3周，这与政策催生误差加大有关）
形成了1339反弹以来的高点1748，运行至本周为85周，离89周弗波纳奇神奇数字时
间之窗还差4周，因此三月下旬有望出现新的重大转势。
在月K线图上，2245之后的第8月产生了1339低点，第13月产生了1748高点，第20月
（比21月时间之窗提早1个月）产生了1311低点，2245以来的低点与反弹高点皆在
神奇数字时间之窗中。
其外，97年5月至98年5月为13月，98年5月至99年5月为13月，97年到99年的高低点
周期皆在其中，而5.19的1047在8个月后再见1341相对低点，随后就一路攀升至2245
。
神奇数字时间之窗并不一定都会发生转势，有时也会出现偏差，有时也会失效。
但前面的时间之窗失灵后，可以顺延至下一个神奇数字时间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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