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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竞价方式有什么好处—集合竞价时买入有什么好处？
-股识吧

一、简述竞价法的三种方式具体内容

展开全部竞价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有下面三种形式： 网上竞价
网上竞价指通过证券交易所电脑交易系统按集中竞价原则确定新股发行价格。
新股竞价发行申报时，主承销商作为唯一的“卖方”，其卖出数为新股实际发行数
，卖出价格为发行公司宣布的发行底价，投资者作为买方，以不低于发行底价的价
格进行申报。
电脑主机在申报时按集中竞价原则决定发行价格，即以累计有效申报数量达到新股
发行数量的价位作为发行价格，在该发行价格以上的所有买入申报均按该价格成交
，如在该价格的申报数量不能全部满足时，按时间优先原则成交，累计有效申报数
量未达到新股发行数量时，则所有有效申报均按发行底价成交，发行余额按主承销
商与发行人订立的承销协议处理，投资者在新股竞价发行申报时，须交付足够的申
购保证金，该保证金在竞价发行期间暂予冻结，为了防止市场操纵行为，此种定价
方式通常都规定每个股票帐户的最高申购额。
机构投资者竞价 新股发行时，采取对法人配售和对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通过法人投资者竞价来确定股票发行价格。
一般是由主承销商确定发行底价，法人投资者根据自己的意愿申购申报价格和申报
股数，申购结束后，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法人投资者的有效预约申购数按照申购
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根据事先确定的累计申购数量与申购价格的关系确定新股
发行价格，在申购时，每个法人投资者都有一个申购的上限和下限，申购期间申购
资金予以冻结。
券商竞价 在新股发行时，发行人事先通知股票承销商，说明发行新股的计划、发
行条件和对新股承销的要求，各股票承销商根据自己的情况拟定各自的标书，以投
标方式相互竞争股票承销业务，中标标书中的价格就是股票发行价格

二、何谓股票对价方式 ，它的优缺点有哪些

优点：可以避免大量流出现金，购并后能够保持良好的现金支付能力，减少财务风
险。
缺点：可能会稀释主并公司原有的股权控制结构与每股收益水平，倘若主并公司原
有资本结构比较脆弱，极易导致被购并，若无法掌握控制权，就无法取得购并整合
后的综合效应，不适合非上市公司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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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券交易的竞价方式是什么？

证券交易一般采用电脑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两种方式。
（1） 集合竞价：指对一段时间内接受的买卖申报一次集中撮合的竞价方式。
集合竞价时间：上午9：159：25 （2）
连续竞价：在集合竞价之后，对投资者申报的委托进行逐笔连续撮合处理提过程。
连续竞价时间：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当日该证券第一笔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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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该证券最后一笔交易前一分钟所有交易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含最后一笔交易
）。
当日无成交的，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当日收盘价。
价格优先，时间优先。
（1） 申报新股。
（2）增发新股。
（3）配股。

四、集合竞价有什么好处，万一成交那不是亏了吗?

根本无法理解你的问题，集合竟价和盈亏有什么关系？我就在集合竟从以比开盘价
高的价格卖出过股票，安你的理论来讲就是赚的。

五、股票为什么要搞个集合竞价？

主要原因是开盘价在技术分析有重要意义，各国采用集合竞价的方式来确定开盘价
，防止人为操纵现象。
使投资者能够更多、 更细地掌握市场信息，若新股上市，投资者能够提前在集合
竞价期间就掌握较为充分的市场信息而做出决策。
股票集合定价由电脑交易处理系统对全部申报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排序
，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一个基准价格，使它同时能满足以下3个条件：1、成交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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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2、高于基准价格的买入申报和低于基准价格的卖出申报全部满足（成交）。
3、与基准价格相同的买卖双方中有一方申报全部满足（成交）。
扩展资料：集合竞价中注意要点：1、所有在集合竞价成交的委托，无论委托价格
高低，其成交价均为开盘价，所有高于开盘价的买入委托和低于开盘价的卖出委托
均可成交，与开盘价相同的部分委托也可成交。
2、沪深两地股票的开盘价是由集合竞价产生的，如果集合竞价未能找出符合上述3
个条件的成交价格，则开盘价将在其后进行的连续竞价中产生，连续竞价的第一笔
成交价格则为该股当日的开盘价，如果某只股票因刊登公告等原因于上午停牌，则
下午于1点起直接进入连续竞价，其第一笔成交价格则为该股当日的开盘价。
3、沪深两市每日集合竞价时间为上午9时15到25分，在这段时间内交易系统只接受
申报，不进行撮合，但9时15到20分可以撤单，9时20到25分不可以撤单。
9时25至30分之间的5分钟既不能报单也不能撤单，9时27分由集合竞价产生开盘价
，9时30分开始进入连续竞价阶段。
4、配股、债券（包括国债、企业债等）以及新股申购都没有集合竞价，只有在正
常交易时间进行连续竞价。
可转换债券上市首日的开盘价由集合竞价产生，之后的交易与债券相同。
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股票集合竞价

六、集合竞价时买入有什么好处？

对正在拉升个股，是抢先一步获得股票，得到赚快钱的机会。
对其他走势、尤其是下跌走势股票没有好处。

七、股票市场开市前十多分钟给予集合竞价算不算对投资者的公
平？ 为什么要搞集合竞价？对谁有好处？

前面两个广告 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 当然算公平交易 为什么不算呢
任何投资者都可以参加集合竞价啊
集合竞价是为了更好的定位当天该股票的开盘价
实际上说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唯一的区别就是
集合竞价是以9：25分的价格完成之前所有的成交
也就是说你买入价格高于9：25还是按照9：25的价格成交
你的卖出价格低于9：25时的价格也同样按照9：25时的价格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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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在正式开盘前 投资者公平交易的原则 从而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八、使用股票集合竞价阶段有什么好处？

1，竞价集合的好处就是能够按照昨天收盘的情况，以及当天消息的判断，比较容
易买入（如果想买股票）或卖出（如果想卖股票）。
2，当然这个需要有对当天的走势有一点判断能力，否则就缺乏优势了。
3，集合竞价的目的在于经过前一天收市后的消息累积效应，想要比较公平的产生
当天的开盘价。
防止有人故意人为制造开盘价。
开盘价在K线图上的意义比较大的。
4，集合竞价的价格如果比前一交易日收盘价高的话，是表明买盘踊跃，有上涨趋
势。
应该不是卖盘踊跃吧。
比前一交易日收盘价高是表明今天大家都愿意出比昨天高的价格来买卖该股，所以
有一定上涨的趋势。

九、尾盘集合竞价对次日股票有什么好处

尾盘3分钟集合竞价，主要是避免操纵股价，尾盘3分钟集合竞价，谁要想拉高股价
，就必须通吃3分钟的卖量，同样要想压低股价，就必须通吃3分钟的买量。
这样加大操纵股市的成本。
有些机构，在最后几秒钟，以少量买卖，可以大幅度的拉高或压低收盘价，而绝大
多数的技术指标，都是采集开盘、收盘、最高、最低、平均价以及成交量等数据来
计算的。
收盘价的偏离，必将影响技术指标的真实性。
还有K线图的阴阳只差，就是由收盘价来绝定的。
至于尾盘集合竞价对次日股票有什么好处，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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