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股票开盘金额如何计算的⋯怎样计算开盘价-股识吧

一、股票的每天开盘价是如何计出来的？

是根据9：15分到9：25分的集合竞价产生的，标准是可以实现的最大成交数量为确
定价格的原则

二、股票开盘价怎么定

股市开盘价不是谁定的，是开盘集合竟价第一笔成交的价格，就是开盘价。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第一笔成交的价格，就是开盘价。

三、股市开盘价如何确定

开盘价的确定原则如下：1、证开盘日该证券的第一笔成交价；
2、证券的开盘价通过集合竞价方式产生，不能产生开盘价的，以连续竞价方式产
生；
3、按集合竞价产生开盘价后，未成交买卖申报仍然有效，并按原申报顺序自动进
入连续竞价。

四、怎样计算开盘价

开盘价不是计算出来的，是证券交易系统根据委托报价，按照最大成交数撮合成的
。

五、股票如何算开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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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开盘价不是计算出来的，是证券交易系统根据委托报价，按照最大成交数撮合
成的。
开盘价是由集合竞价产生的，集合竞价是将数笔委托报价或一时段内的全部委托报
价集中在一起，根据不高于申买价和不低于申卖价的原则产生一个成交价格，且在
这个价格下成交的股票数量最大，并将这个价格作为全部成交委托的交易价格。
所谓集合竞价，是指对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接受的买卖申报一次性集中撮合的竞价
方式。
根据我国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集合竞价确定成交价的原则为：1、可实现最大
成交量的价格。
2、高于该价格的买入申报与低于该价格的卖出申报全部成交的价格。
3、与该价格相同的买方或卖方至少有一方全部成交的价格。
如有两个以上申报价格符合上述条件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取距前收盘价最近的价位
为成交价；
上海证券交易所则规定使未成交量最小的申报价格为成交价格，若仍有两个以上使
未成交量最小的申报价格符合上述条件的，其中间价为成交价格。
集合竞价的所有交易以同一价格成交。
然后，进行集中撮合处理。
所有买方有效委托按委托限价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限价相同者按照进入交易系统
电脑主机的时间先后排列。
所有卖方有效委托按照委托限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限价相同者也按照进入交易
系统电脑主机的时间先后排列。
依序逐笔将排在前面的买方委托与卖方委托配对成交。
也就是说，按照价格优先、同等条件下时间优先的成交顺序依次成交，直至成交条
件不满足为止，即所有买入委托的限价均低于卖出委托的限价，所有成交价都以同
一成交价成交。
集合竞价未能成交的委托，自动进入连续竞价。
扩展资料：股票开盘价又称开市价，是指某种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每个交易日开市后
的第一笔每股买卖成交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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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链接：百度百科-开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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