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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市期间怎么选到好股票十倍股是怎样选出来的？-股识
吧

一、必看：一个如何抓住主力资金进出，选到好股的方法。(精
华)

抓住主力资金进出选好股源于实力的再现。

二、十倍股是怎样选出来的？

十倍牛股是每一个投资者在牛市里梦寐以求的向往，但是对于十倍牛股来说你真的
知道如何布局吗？我觉得十倍牛股确实有一些必要条件的。
1.十倍牛股必定只会在大级别的牛市行情里出现！A股市场虽然出现了11次的牛熊
市，但是真正的大牛市仅仅只有3次，分别是325点涨至2245点，998点涨至6124点，
1849点涨至5178点。
而这3次大牛市催生出的十倍牛股个数也非常多，并且概率非常大！所以此次2440
点是历史上第五个大级别熊市底部，未来也大概率会出现大牛行情，因此下一波的
大牛市可能会出现一批10倍牛股！！2.十倍牛股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横盘吸筹！A股
里底部区域的横盘表示着主力吸筹的质量和数量，横的越长那么说明主力吸纳的筹
码越多，而筹码越多则表示主力未来拉升的高度就越高，这就是股市里横有多长竖
有多高的定律！所以十倍牛股的必要条件就是前期的横盘震荡箱体要长久，短则1-
2年长则2-3年为最佳！分享一个不错的股票杠杆平台，曜鑫科技，实盘交易，无资
金门槛。
3.是被牛股往往都是前期牛市结束后的次新股产物可以发现，1999-2001牛市中十倍
股集中在前轮1996-1997牛市结束后上市的次新股；
2005-2007牛市中的十倍股集中在前轮1999-2001牛市结束后上市的次新股；
2022-2022牛市中的十倍股集中在2022年前后上市的次新股。
所以每轮牛市产生的十倍股大多数集中在前轮牛市见顶后新上市的公司中，即大多
是彼时的次新股。
因为这些坐庄主力新，总市值小，并且没有被前期炒作过，有更大的空间！4.十倍
牛股的行业大概率出现在新兴行业或者风口行业之中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想要找到10
倍牛股非常难，但是想要拿住10倍行情更是难上加难！许多十倍大牛股往往都是走
出来了你才会知道，甚至刚刚进入牛市初期十倍牛股就已经出现了2-3倍的涨幅！
因此对于十倍牛股来说，你要吃透10倍行情就必须懂得在熊市埋伏和布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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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对于10倍股，对于其他3-5倍股也是如此。
没人能预测牛市何时来，但是我们知道熊市过后一定会有牛市这就足够了！在股市
里想要吃透整个上涨大区域，就要学会“埋伏”！

三、在市场中，该怎样选择好股票？

股票是一种对于未来上市企业预期收益率的投资，股票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公司的经营状况。
1、公司资产净值。
一般而言，每股净值与股价保持一定比例，即净值增加，股价上涨。
2、盈利水平。
公司业绩好坏集中表现与营利水平的高低，公司的营利水平是影响股价的基本因素
之一。
一般情况，公司营利增加，股息也会相应增加，股价上涨。
但股价涨跌和公司营利并不是同时发生的，通常，股价的变化先于盈利的变化，变
化幅度也大于盈利的变化幅度。
3、公司的派息政策。
股息与股价成正比。
4、股票分割。
分割往往会刺激股价上涨。
5、增资和减资。
这要看是什么原因增资和减资，如果企业业绩很好，就意味着增资会增加公司经营
实力，会给股东带来好处股价不仅不会跌还会增长，反之则会下跌。
6、销售收入。
股价的变动一般也先于销售额的变动。
7、原材料供应及价格变化。
8、主要经营者更替。
9、公司改组或合并。
改组和合并后是否能够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决定股价变动方向的重要因素。
10、意外灾害。
不可人为的灾难让公司所受损失得不到赔偿，股价会下跌。
二、宏观经济因素 1、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它们的股价会上涨。
2、经济周期循环。
股价变动要比经济景气循环早4-6个月。
3、货币政策。
（1）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市场资金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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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下降，反之股价上涨。
（2）中央银行通过采取再贴现政策手段提高再贴现率，股价下降；
反之上涨。
（3）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大量出售证券，收紧银根，在收回中央银行供应
的基础货币的同时又增加证券的供应，是证券价格下降。
4、财政政策 5、市场利率。
绝大部分公司都负有债务，利率提高，利息负担加重，公司净利润和股息相应减少
，股价下降；
反之上涨。
6、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之初，股价会上涨；
在物价上涨之时，股价上涨；
在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居高不下时，股价会下降。
7、汇率变化。
8、国际收支状况。
三、政治因素。
四、心理因素。
五、稳定市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 六、人为操作因素
就目前形式来说，现在大盘处于调整期，大家都不看好股市
但是就政策基础面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对于投资是比较有保障的
我个人认为在国家政策不变的基础上，股市肯定会有所好转。
如果你有资金
可以在大盘2000以下持续加仓做一些大盘股长线，或者题材股的波段
如果你不了解证券方面的知识，我建议找一些相关的书籍看一下 例如
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统编教材 共有5本： 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证券发行与承销
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分析 证券投资基金 还可以看一些关于技术分析方面的书籍
这些只是基础，做证券还得靠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累积！

四、怎样筛选好股票

好股票通常（请注意这个词，不是绝对的）会有以下几个特征：1.
好股票一般会对应好的企业。
所以，去寻找那些好的企业，从行业特性，从管理团队，从经营业绩角度可以做出
筛选。
2. 好股票的价格需要在合理的区间内。
当价格过高时，再好的股票也是陷阱。
3. 好股票会借助好的时机起飞，所以，投资时顺势而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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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好股票需要经得起数据的推敲。
投资时冷冰冰的数据要比热情的呼喊更靠谱。

五、如何可以在熊市的时候发现亮股！！~~！！???

六、熊市股票怎么抄能好？

熊市作为操作一般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趋势投资，熊市95%的股票是长期的下跌过程
，而在连续下跌过程中抄底被套的概率远远大于赢利，但是在大盘超跌后却有个普
涨行情，那个阶段虽然短暂，但是90%以上的股市上涨的，介入风险要小得多，所
以见好就收的情况下熊市要避免被套，趋势投资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如果自己
判断失误被套，要坚决出局，防止被深套.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谨慎采纳朋友.

七、请问选择好股票该怎么选啊？有什么技巧和标准啊？谢谢！

1、选择好的股票，主要是看其业绩是不是好，是不是有好的成长性？简单地说，
就是看其一季报、中报、三季报及年报的业绩是不是优秀？与去年同期相比是不是
有不错的增长？如果是，那么说明这是一只绩优蓝筹股，选蓝筹股则大方向正确了
。
2、看现在的股价是不是太高？这点可以通过换算股票的市盈率来辨断，方法就是
用“现在的股价/去年年报每股收益*今年业绩的增长率”（这些指标都可以从其公
布的公告中获取），如果这个值比较低的话，则具有投资价值（比如现在大盘45倍
市盈率，而你手中的股票只有20倍，则具有投资价值）。
3、看该公司是不是板块龙头，一般来说板块龙头成长性比较好，业绩增长稳定，
风险相对小。
（比如银行板块的601398工商银行、601939建设银行；
航空板块601111中国航空；
有色金属板块601600中国铝业；
钢铁板块600019宝钢股份等） 4、什么样的股票都不可能一直涨，当它涨到一定幅
度后也会跌而调整，所以在合理的价位介入比较关键，不能随意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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