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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股票的换手率多少才正常--一般的股票多少换手率算
高？怎么计算？-股识吧

一、股票的换手率多少为合适？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股票的每日换手率在1%～25%(不包括初上市的股票)。
70%的股票的换手率在3%以下，3%就成为一种分界。
当一只股票的换手率在3%～7%时，该股进入相对活跃状态。
当一只股票的换手率在7%～10%时，则为强势股的出现，股价处于高度活跃当中。
当一只股票的换手率在10%～15%，属于机构密切操作个股。
当一只股票的换手率超过15% 且持续多日的话，此股成为黑马的可能性很大。
换手率排行榜是大资金进场运作的重要标志。
只有大资金进场推动，股价才有可能大幅上升，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扩展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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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样本总体的性质不同有不同的指标类型，如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的总换手率、基
于某单个股票发行数量的换手率、基于某机构持有组合的换手率。
在技术分析的诸多工具中，换手率指标是反映市场交投活跃程度最重要的技术指标
之一。
常用的技术分析指标还包括：MACD、RSI、KDJ、乖离率等。
换手率的主要作用如下：(1)发掘热门股。
换手率越高的股票，说明其交易越活跃，人们购买该股的意愿越高，属于热门股；
反之，股票的换手率越低，则表明该只股票少有人关注，属于冷门股。
(2)体现变现能力的强弱。
换手率高一般意味着股票流通性好，进出市场比较容易，不会出现想买买不到，想
卖卖不出的情况，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换手率越高的股票，往往也是短线资金追逐的对象，投机性较强，
股价起伏较大，风险比较大。
(3)判断股价走势。
将换手率与股价走势相结合，可以对未来的股价做出一定的预测和判断。
某只股票的换手率突然上升，成交量放大，可能意味着投资者在大量买进，股价可
能会随时上扬。
如果某只股票持续上涨了一个时期后，换手率又迅速上升，则可能意味着一些获利
盘的回吐需求，股价可能会下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换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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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换手率多少算高多少算低

依照过往经验，我们可以把换手率分成如下个级别： 绝对地量：小于1％
成交低靡：1％——2％ 成交温和：2％——3％ 成交活跃：3％——5％
带量：5％——8％ 放量：8％——15％ 巨量：15％——25％ 成交怪异：大于25％

三、一只股票换手率达到多少时比较容易涨起来？

四、一般情况下,股票换手率多少算高?

看股票所处的位置而定,日换手不超过4%是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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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换手率=某一段时期内的成交量/发行总股数×100%
（在中国：成交量/流通总股数×100%）
一般情况，大多股票每日换手率在1%——2.5%（不包括初上市的股票）。
70%的股票的换手率基本在3%以下，3%就成为一种分界。
那么大于3%又意味着什么？当一支股票的换手率在3%——7%之间时，该股进入相
对活跃状态。
7%——10%之间时，则为强势股的出现，股价处于高度活跃当中。
（广为市场关注） 10%——15%，大庄密切操作。
超过15%换手率，持续多日的话，此股也许成为最大黑马。

五、一只股票它的换手率超过多少就该警惕了？

1、当一只股票的换手率超过3%的时候就要警惕了，底部放量的股票，其换手率高
，表明新资金介入的迹象较为明显，未来的上涨空间相对较大，越是底部换手充分
，上行中的抛压越轻。
此外，强势股就代表了市场的热点，因而有必要对他们加以重点关注。
股票的换手率越高，意味着该只股票的交投越活跃，人们购买该只股票的意愿越高
，属于热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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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股票的换手率越低，则表明该只股票少人关注，属于冷门股。
2、一般情况，大多股票每日换手率在1%——2.5%（不包括初上市的股票）。
70%的股票的换手率基本在3%以下，3%就成为一种分界。
当一支股票的换手率在3%——7%之间时，该股进入相对活跃状态。
7%——10%之间时，则为强势股的出现，股价处于高度活跃当中，广为市场关注。
10%——15%，大庄密切操作。
超过15%换手率，持续多日的话，此股也许成为最大黑马。

六、换手率为多少才算交易活跃？

一般是5％以上。
换手率高要看在什么阶段发生的，如果是超跌股---换手率高说明承接盘很踊跃，
主力进货，该股票后市有上升动力。
如果是上升通道上换手率高说明股性活跃， 很多投资人都在关注，后市乐观。
如果股票在高位换手率过大，伴随成交量放大很多，那你要小心了，说明主力出货
。
一般来讲，一只股若想有较好的上涨行情，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换手率，●一个上
升波段的较好的换手率标准在5%左右●，小于这个数，说明交投不够活跃，太大
则有主力出货嫌疑，若日换手率超过10%，就要格外小心，主力出货迹象已相当明
显了。

七、股票说明：股票中的换手率多少才算高

1、从交投活跃的程度看,换手率5％是一个重要分界线,2％～5％的换手率非常普通
。
2、在震仓洗盘阶段,股价连续回调且换手率小于1％,表明市场浮动筹码已少,可考虑
买进。
3、换手率在5％～10％之间,说明该股已进入活跃状态,有大资金在进出。

八、一般的股票多少换手率算高？怎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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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15%的换手率都属于高换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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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某只股票在一个月内成交了2000万股，而该股票的总股本为
l亿股，则该股票在这个月的换手率为20%。
在我国，股票分为可在二级市场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和不可在二级市场流通的国家股
和法人股两个部分，一般只对可流通部分的股票计算换手率，以更真实和准确地反
映出股票的流通性。
按这种计算方式，上例中那只股票的流通股本如果为200O万，则其换手率高达100
%。
在国外，通常是用某一段时期的成交金额与某一时点上的市值之间的比值来计算周
转率。
换手率太低，说明成交不活跃，如果是庄股，则说明筹码已基本集中到主力手中，
浮筹不多。
换手率高，说明交投涌跃，反映主力大量吸货，有较大的活跃度，今后拉高可能性
大。
另外，将换手率与股价走势相结合，可以对未来的股价做出一定的预测和判断。
某只股票的换手率突然上升，成交量放大，可能意味着有投资者在大量买进，股价
可能会随之上扬。
如果某只股票持续上涨了一个时期后，换手率又迅速上升，则可能意味着一些获利
者要套现，股价可能会下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换手率较高的股票，往往也是短线资金追逐的对象，投机性较
强，股价起伏较大，风险也相对较大。
一般来讲，一只股若想有较好的上涨行情，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换手率，一个上升
波段的较好的换手率标准在5%左右，小于这个数，说明交投不够活跃，太大则有
主力出货嫌疑，若日换手率超过10%，就要格外小心，主力出货迹象已相当明显了
。

九、一只股票换手率达到多少时比较容易涨起来？

一般来说，要大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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