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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冲击成本指数主要看哪个__股民看盘主要看哪些数据-
股识吧

一、股票的基本面主要看哪几个指标?具体怎么看?

基本面是公司的业绩，这个叫做基本面；
指标的话主要是换手率、均线、KDJ、MACD，具体怎么看百度一下就晓得了；

二、买股票都看什么数据指标？

股票技术指标，是相对于基本分析而言的。
基本分析法着重于对一般经济情况以及各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行业动态等因素
进行分析，衡量股价的高低。
而技术分析则是透过图表或技术指标的记录，研究市场行为反应，以推测价格的变
动趋势。
其依据的技术指标的主要内容是由股价、成交量或涨跌指数等数据计算而来。
股票技术指标是属于统计学的范畴，一切以数据来论证股票趋向、买卖等。
指标组要分为了3大类： 1，属于趋向类的技术指标，2，属于强弱的技术指标，3
，属于随机买入的技术指标。
基本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判断股票现行股价的价位是否合理并描绘出它长远的发展空
间，而技术分析主要是预测短期内股价涨跌的趋势。
通过基本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应购买何种股票，而技术分析则让我们把握具体购买的
时机。
大多数成功的股票投资者都是把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
股价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都认为股价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
基本分析主要是根据对影响供需关系种种因素的分析来预测股价走势，而技术分析
则是根据股价本身的变化来预测股价走势。
技术分析的基本观点是：所有股票的实际供需量及其背后起引导作用的因素，包括
股票市场上每个人对茫然的希望、担心、恐惧等等，都集中反映在股票的价格和交
易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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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怎么看那些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可以通过股票走势图来看。
股票走势图通常是叫做分时走势图或即时走势图，它是把股票市场的交易信息实时
地用曲线在坐标图上加以显示的技术图形。
坐标的横轴是开市的时间，纵轴的上半部分是股价或指数，下半部分显示的是成交
量。
分时走势图是股市现场交易的即时资料。
分时走势图分为指数分时走势图和个股分时走势图。
大盘指数即时分时走势图 1）
白色曲线：表示大盘加权指数，即证交所每日公布媒体常说的大盘实际指数。
2） 黄色曲线：大盘不含加权的指标，即不考虑股票盘子的大小，而将所有股票对
指数影响看作相同而计算出来的大盘指数。
参考白黄二曲线的相互位置可知：A）当大盘指数上涨时，黄线在白线之上，表示
流通盘较小的股票涨幅较大；
反之，黄线在白线之下，说明盘小的股票涨幅落后大盘股。
B）当大盘指数下跌时，黄线在白线之上，表示流通盘较小的股票跌幅小于盘大的
股票；
反之，盘小的股票跌幅大于盘大的股票。
3） 红绿柱线：在黄白两条曲线附近有红绿柱状线，是反映大盘即时所有股票的买
盘与卖盘在数量上的比率。
红柱线的增长减短表示上涨买盘力量的增减；
绿柱线的增长缩短表示下跌卖盘力度的强弱。
4） 黄色柱线：在红白曲线图下方，用来表示每一分钟的成交量，单位是手（每手
等于100股）。
5）
委买委卖手数：代表即时所有股票买入委托下三档和卖出上三档手数相加的总和。
6）委比数值：是委买委卖手数之差与之和的比值。
当委比数值为正值大的时候，表示买方力量较强股指上涨的几率大；
当委比数值为负值的时候，表示卖方的力量较强股指下跌的几率大。
个股即时分时走势图 1） 白色曲线：表示该种股票即时实时成交的价格。
2） 黄色曲线：表示该种股票即时成交的平均价格，即当天成交总金额除以成交总
股数。
3） 黄色柱线：在红白曲线图下方，用来表示每一分钟的成交量。
4）成交明细：在盘面的右下方为成交明细显示，显示动态每笔成交的价格和手数
。
5）外盘内盘：外盘又称主动性买盘，即成交价在卖出挂单价的累积成交量；
内盘又称主动性卖盘，即成交价在买入挂单价的累积成交量。
外盘反映买方的意愿，内盘反映卖方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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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是冲击成本？

冲击成本是指在套利交易中需要迅速而且大规模地买进或者卖出证券，未能按照预
定价位成交，从而多支付的成本[1]。
冲击成本被认为是机构大户难以摆脱的致命伤。
比如，机构大户看好一组股票时，必须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自己的建仓目的，如果
急于建仓，由于短时间内大量买进会抬高股价，势必会使建仓的成本远高于预期成
本；
同样，如果急于抛股时，等于是自己在打压股价，最后实现的卖出价低于原来的预
期价格。
对散户而言，由于买卖交易量很小，冲击成本几乎为零。
报告显示，2007年上海市场流动性进一步上升，交易的间接成本（价格冲击成本）
显著下降。
以交易10万元股票的价格冲击成本为例，1995年高达199个基点，2006年下降到31个
基点，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了20个基点。
但2007年沪市的流动性指数（使价格上涨1％所需要的买入金额和使价格下跌1％所
需要的卖出金额）有所上升，2007年比2006年上升了119％，比1995年上升了369％[
2]。
总体来看，上证50成分股流动性成本最低，上证180成分股（不含上证50成分股）
次之，B股和ST股票（含*ST股票）的流动性成本最高。
此外，流通市值越大、股票价格越高，则流动性成本越低。
从按行业分组情况看，金融、保险业及采掘业的流动性成本最低，传播与文化产业
及信息技术业的流动性成本最高。
另外，2007年沪市的相对有效价差则进一步下降，订单执行质量良好[2]。
冲击成本的分析
冲击成本的大小，既与委托交易的数量有关，也与流动性大小有关。
市场的流动性越小，冲击成本越大。
股票市场上每天的成交金额有几百亿元，看上去规模不小，流动性也可以。
但那是上千只股票共同交易的结果，如果细分到不同的个股，不难发现其中一些股
票的流动性还是很差的。
相对而言，买卖股指期货的冲击成本就非常小。
这是因为相应的股指期货合约只有几个，交易集中导致流动性非常强，即使是机构
大户，在其中进出也很方便。
[3] 举个开放基金为例说说冲击成本： 如果开放式基金是由大量的小额持有人持有
的话，每日和长期申购赎回的流量是均衡的，所引发的交易成本和冲击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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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额持有人频繁申购将引发短期的流量失衡，所引发的交易成本和冲击成本较
高。
开放式基金在美国称为共同基金，是小额持有人资金的集合投资，不应该成为大额
持有人甚至是大型机构投资人翻江倒海的工具。
在国内，目前对单一持有人的申购规模是不做限制的。
基于此，如果大型机构持要频繁进出，应该向这些机构收取费用以弥补长期持有人
。
应该给中小投资者补贴的赎回费并没有全部计入基金资产做为对长期持有人的成本
弥补。
相反，基金管理公司提取了赎回费之后，反而有一定的财力变相减免机构持有人的
交易成本。
在赎回费和申购费“补贴”下，机构投资人更加频繁进出开放式基金，形成恶性循
环，进一步加剧了中小投资人的交易成本负担。
打个比方，开放式基金犹如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基金管理公司是船长，持有人
是乘客。
一部分乘客频繁上船和下船，导致航行时断时续，给还在船上的乘客造成冲击。
频繁的申购和赎回让基金资产处于不稳定状态，而由此增加的交易成本由长期持有
人即还在船上的乘客承担。
赎回费本来是作为对长期持有人的补偿，却被基金管理公司提取作为销售费用。
基金行业希望持有人长期投资，但结果却是长期投资者负担短线客交易成本并承受
由此引起的冲击。
这背后暴露的是全球开放式基金“共同集合”理财存在的内在缺陷问题（南方财富
网SOUTHMONEY.COM）（责任编辑：张晓轩）

五、股民看盘主要看哪些数据

1、综合来说，股民看盘主要会关注一种总的趋势和流向，比如看资金趋势以及资
金流向，如果是短线操作，直接就看短期趋势就行。
2、另外，在总的趋势下，还要参考一条比较重要的线，那就是均线，通过均线来
更好地把握趋势和方向。
一般来说价升量涨，均线向上发散是上升通道，价跌缩量，均线纠结或向下发散。
就是下降市。
3、股票的价格同样也会受到政策的影响，所以要关注政策的变化以及关注各种信
息。
4、一个重要的规律：成分指数的上涨未必能够带动综合指数上涨，但是，成分指
数下跌，绝对可以拉动综合指数下跌。
5、参照一些指标：比如K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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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一只股票需要看哪些指数？

你要问的是不是用什么指标来判断一支股票是否值得去投资?如果是，下面的可供
朋友参考一下： &nbsp；
&nbsp；
&nbsp；
&nbsp；
股票的价值判断：市盈率是反映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指标.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平均
市盈率在牛市时有六十多倍，熊市时也有二十多倍，而不同行业的平均市盈率也不
同，一般高科技类的新兴产业平均市盈率较高，而传统行业，如钢铁的平均市盈率
较低。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主要是两种行业的成长性不同，比如钢铁行业的成长性
能达到20%就不错了，而如新材料类行业的成长性可达到100%甚至更高。
也就是说不能仅以市盈率的高低来判断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nbsp；
&nbsp；
&nbsp；
为了剔除这种差异，近几年有人提出用市盈率与其成长性的比率进行选股。
具体方法是：假如该只股票的静态市盈率为30倍，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成长率为30%
，则计算结果为：30/30=1 。
从结果看这是一只很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但大多数股票达不到这一值，一般说5以
下就很有投资价值了。
&nbsp；
&nbsp；
&nbsp；
希望我的解释能帮到你！

七、股票那些指标，到底看哪个

我问过94年开始炒股的。
他说就看K线 均线，量。
人家说的很多，就是这3样
其他指标都是个参考，也就是说，没一个指标准确度超过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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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30%都不到。
。
到头来还是，K线 均线 量你你能把这3样搞明白再说把。
任何指标都是这3样算出来的。
还有投资，适合有一定经济基础，收入稳定的人来做。
如果你是个热血青年，毛都没有 我建议你找个稳定工作，好好工作把。
投资投机都不适合你。
如果你执意搞这个，那只有2条路，一条是不归路，一条是华尔街之路。
后者的几率比中500万彩票更低。

八、当指数 拉升，或下跌，实时监测 并看到是哪个 股票
拉动指数 或打压指数的方法。 谢谢

看你用的哪个软件（我是银河证卷的双子星），在看大盘分时走势时，点右下的贡
献度，一下就可以看到哪些个股在拉升，哪些在打压。
用右键点个股就知道是属于哪个板块。
你的软件也可以看有没有贡献度，如果没有你可以下一个双子星。
用起来挺方便的。
祝好运。

九、炒股，大盘重点看那几个指数？

你要问的是不是用什么指标来判断一支股票是否值得去投资?如果是，下面的可供
朋友参考一下： &nbsp；
&nbsp；
&nbsp；
&nbsp；
股票的价值判断：市盈率是反映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指标.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平均
市盈率在牛市时有六十多倍，熊市时也有二十多倍，而不同行业的平均市盈率也不
同，一般高科技类的新兴产业平均市盈率较高，而传统行业，如钢铁的平均市盈率
较低。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主要是两种行业的成长性不同，比如钢铁行业的成长性
能达到20%就不错了，而如新材料类行业的成长性可达到100%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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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不能仅以市盈率的高低来判断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nbsp；
&nbsp；
&nbsp；
为了剔除这种差异，近几年有人提出用市盈率与其成长性的比率进行选股。
具体方法是：假如该只股票的静态市盈率为30倍，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成长率为30%
，则计算结果为：30/30=1 。
从结果看这是一只很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但大多数股票达不到这一值，一般说5以
下就很有投资价值了。
&nbsp；
&nbsp；
&nbsp；
希望我的解释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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