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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手率和成交量哪个重要成交量与换手率怎么看?-股识吧

一、什么叫量比、换手率、成交量？有什么意义？

投资者以现有卖价的价位申报买入，此为主动性买单，此价格为竞买价。
投资者以现有买价的价位申报卖出，此为主动性卖单，此价格为竞卖价。
委比指的是(买入的总手数-买出手数)/(买入+买出的总手数)如果是正数表示被看好
，如果负数表示最近不是很好！ 量比是衡量相对成交量的指标。
它是开市后每分钟的平均成交量与过去5个易日每分钟平均成交量之比。
其计算公式为：量比=现成交总手/[过去5个交易平均每分钟成交量×当日累计开市
时间（分）]当量比大于1时，说明当日每分钟的平均成交量大于过去日的平均数值
，交易比过去5日火爆；
当量比小于1时，说明现在的成交比不上过去5日的平均水平。
“换手率”也称“周转率”，指在一定时间内市场中股票转手买卖的频率，是反映
股票流通性强弱的指标之一。
换言之，换手率就是当天的成交股数与流通股总数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 周转率(换手率)＝(某一段时期内的成交量)/(发行总股数)x100% 振
幅(或称震幅)就是股票开盘后的当日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差的绝对值与前日收盘
价的百分比。
股市分析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一只股票的震荡幅度小，说明它不活跃，可能较少获利机会。
总市值就是以目前股票市价乘以总股本，流通值是以目前股票市价乘以流通股本。
成交量：当天累计成交量（股数） 成交额：不天累计成交额（钱）
新股民入市基础知识 *：//*11159*/gupiao/stock/Index.html证券交易常识
*：//*newstock.cn/stock/Exchange_base.html

二、期货中价格与成交量�换手率�的关系

分了四种： 1 成交量上升(表明成交活跃） 持仓量上升（表明资金入场积极）价格
向上推动（表明多头积极开仓，推动价格上涨）可做多 2 成交量萎缩
持仓量下降（表明资金出场）若此时价格下跌（表明多方积极平仓离场）可做空 3
成交量上升 持仓量也上升 价格下跌 （表明空头开仓积极）可做空 4 成交量下降
持仓量也下降 价格上升 （表明空头积极平仓）可做多
还有两种待观察的状况，此两种状况需要结合图形分析： a 成交量上升
持仓量下降价格上升 图形如在底部（说明空方主要平仓，多方观望为宜）如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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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处在顶部（依然说明空方在平仓，大涨前夕） b 成交量上升 持仓量下降
价格下降 此时多方平仓主动，如果有资金入场，持仓量上升，价格可反弹。
前四种情况最可靠。
后两种不是非常确定。
成交量是指一段时间内买入或卖出的合约总数。
在国内，计算成交量采用买入与卖出量两者之和。
持仓量是指到某日收市时，即没有对冲了结又没有到期交割的合约量，一份合约必
须既有买家又有卖家，因而多头未平仓合约数与空头未平仓合约数相等。
如果买卖双方均建立了新的头寸，则持仓量增加。
如果双方均平仓了结原有头寸，则持仓量减少。
如果一方开立新的交易头寸，另一方平仓了结原有交易头寸，则持仓量维持不变。
通过分析持仓量的变化，可得知资金是流入还是流出市场。
成交量和持仓量的变化会对期货价格产生影响，同时期货价格的变化也会引起成交
量和持仓量的变化。
因此，分析三者的变化有利于正确预测期货价格走势。
第一，交易量和持仓量随价格上升而增加，说明新入市交易者买卖的合约数超过了
原交易者平仓交易，且新交易者中买方力量压倒卖方。
第二，交易量和持仓量增加而价格下跌，说明不断有更多的新交易者入市，且新交
易者中卖方力量压倒买方。
第三，交易量和持仓量随价格下降而减少，表明市场上原买入者在卖出平仓时其力
量超过了原卖出者买入补仓的力量，即多头平仓了结离场意愿更强，而不是市场主
动性的增加空头。
第四，交易量和持仓量下降而价格上升，表明市场上原卖出者在买入补仓时其力量
超过了原买入者卖出平仓的力量。
一般情况下，如果成交量、持仓量与价格同向，该期货品种价格趋势可继续维持一
段时间；
如两者与价格反向，价格走势可能转向。
当然，这还需结合不同的价格形态作进一步分析。

三、成交量与换手有什么关系，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成交量相差
无几，而换手率相差那么大。

那是因为2022-12-29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3亿股上市，变成747595万股，原来只有2162
87万股747595/216287=3.4564.48/1.3=3.446刚好差不多换手率=成交量/流通股数量在
成交量不怎么变化的时候，换手率跟流通股数成反比。
因为我们平时很少碰到流通过数量变化的情况，因此大多认为换手率跟成交量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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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四、换手率，成交量和股票涨跌有什么关系

换手率：也称“周转率"，指在一定时间内市场中股票转手买卖的频率，是反映股
票流通性强弱的指标之一。
其计算公式为： 换手率=某一段时期内的成交量/发行总股数＊100％（在我国：成
交量/流通总股数＊100％）[1]成交量：是指一个时间单位内对某项交易成交的数量
1.价格随成交量的递增而上涨，为市场行情的正常特性，此种量增价涨的关系，表
示股价将继续上升。
2.股价下跌，向下跌破股价形态、趋势线、移动平均线，同时出现大成交量是股价
将深幅下跌的信号，强调趋势的反转。
3.股价随着缓慢递增的成交量而逐渐上涨，渐渐的走势突然成为垂直上升的爆发行
情，成交量急剧增加，股价爆涨，紧接着，成交量大幅萎缩，股价急剧下跌，表示
涨势已到末期，有转势可能。
4.温和放量。
个股的成交量在前期持续低迷之后，出现连续温和放量形态，一般可以证明有实力
资金在介入。
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就可以马上介入，个股在底部出现温和放量之后，股价会随
量上升，量缩时股价会适量调整。
当持续一段时间后，股价的上涨会逐步加快。
5.突放巨量。
这其中可能存在多种情况，如果股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上涨过程后放巨量，通常表
明多空分歧加大，有实力资金开始派发，后市继续上涨将面临一定困难。
而经历了深幅下跌后的巨量一般多为空方力量的最后一次集中释放，后世继续深跌
的可能性很小，反弹或反转的时机近在眼前。
如果股市整体下跌，而个股逆势放量，在市场一片喊空声之时放量上攻，造成十分
醒目的效果。
这类个股往往持续时间不长，随后反而加速下跌。
6.成交量也有形态，当成交量构筑圆弧底，而股价也形成圆弧底时，往往表明该股
后市将出现较大上涨机会。

五、期货中价格与成交量�换手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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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交量与换手率怎么看?

成交量：反映成交的数量多少。
一般可用成交股数和成交金额两项指标来衡量。
目前深沪股市两项指标均能显示出来换手率：即某股票成交的股数与其上市流通股
总数之比。
它说明该股票交易活跃程度，尤其当新股上市时，更应注意这个指标.换手率指的
是当天的交易量和总股本之比。
成交量是指交易的数量~和换手率是不一样的换手率=成交量/总流通股本(换手率=
成交量÷总流通量×100%)。
成交量越大，换手率越高，两者是正比关系。
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要观注正常交易之下的换手率的突然变化，比如换手率平时在
3%左右，突然放大到6%，这时候要特别警惕，结合股价的变化仔细分析主力是拉
升是出货还是洗盘。
高位放量出货，低位放量建仓。
无论阴阳线。

七、股票的量比和换手率哪个更重要？

我认为还是量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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