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熊市中避险的股票有哪些——中国股票历史上的牛市、熊
市-股识吧

一、A股历次熊市底部的特征有哪些

股票市场的底部特征有：一，市场人气特征：在形成最后一跌前，由于股市长时下
跌，会在市场中形成沉重的套牢盘，人气也在不断被套中被消耗殆尽，此时是市场
人气极度低迷的时刻，恰恰也是股市离真正的低点已经为时不远了。
二，走势形态特征：形成最后一跌期间，股指的技术形态会出现破位加速下跌，各
种各样的技术底、市场底、政策底，以及支撑位和关口，都显得弱不禁风，稍事抵
抗并纷纷兵败如山倒。
三，下跌幅度特征：在弱市中，很难从调整的幅度方面确认股市的最后一跌，股市
谚语：“熊市不言底”，是有一定客观依据的，这时候，需要结合技术分析的手段
来确认大盘是否属于最后一。
四，指标背离的特征：指标背离特征需要综合研判，如果仅是其中一两种指标发生
底背离还不能说明大盘一定处于最后一跌中。
但如果是多个指标在同一时期中在月线、周线、日线上同时发生背离，那么，这时
大盘往往极有可能是在完成最后的一跌。
扩展资料：空头市场的形成原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货”期。
它真正的形成是在前一个多头市场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有远见的投资人觉察到企业的盈余到达了不正常的高点，而开始加快
出货的步伐。
此时成交量仍然很高。
虽然在弹升时有逐渐减少的倾向，此时，大众仍热衷于交易，但是，开始感觉到预
期的获利已逐渐地消逝。
第二个阶段是恐慌时期，想要买进的人开始退缩的，而想要卖出的人则急着要脱手
。
价格下跌的趋势突然加速到几乎是垂直的程度，此时成交量的比例差距达到最大。
在恐慌时期结束以后，通常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次级反弹或者横向的变动。
第三阶段是由那些缺乏信心者的卖出所构成的。
在第三阶段的进行时，下跌趋势并没有加速。
“没有投资价值的低价股”可能在第一或第二阶段就跌掉了前面多头市场所涨升的
部分。
业绩较为优良的股票持续下跌，因为这种股票的持有者是最后推动信心的。
在过程上，空头市场最后阶段的下跌是集中于这些业绩优良的股票。
空头市场在坏消息频传的情况下结束。
最坏的情况已经被预期了，在股价上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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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坏消息完全出尽之前，空头市场已经过去了。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空头市场

二、中国石化这支股票，是否值得长期拥有？

不值得。
长期讲原油价格将上涨，而这对于中石化而言是利空。
具体原因你要搞懂原油和炼化业务的关系，以及中石化的业务组成

三、中国股票历史上的牛市、熊市

1、现在中国股市是熊市。
第十一次熊市：2021年6月12日~迄今（5166~4478）。
2、中国股市的牛熊历史：
第一次牛市：1990年12月19日~1992年5月26日（96.05~1429）（一年半后，
1380%）；
第一次熊市：1992年5月26日~1992年11月17日（1429~386）（半年时间，-73%）；
第二次牛市：1992年11月17日~1993年2月16日（386~1558）（三个月后，303%）；
第二次熊市：1993年2月16日~1994年7月29日（1558~325）（17个月，-79%）；
第三次牛市：1994年7月29日~1994年9月13日（325~1052）（一个半月，223%）；
第三次熊市：1994年9月13日~1995年5月17日（1052~577点）（八个月，-45%）；
第四次牛市：1995年5月18日~1995年5月22日（582~926）（三天，59%）；
第四次熊市：1995年5月22日~1996年1月19日（926~512）（八个月，-45%）；
第五次牛市：1996年1月19日~1997年5月12日（512~1510）（17个月，194%）；
第五次熊市：1997年5月12日~1999年5月18日（1510~1025）（两年，-33%）；
第六次牛市：1999年5月19日~2001年6月14日（1047~2245）（两年多，114%）；
第六次熊市：2001年6月14日~2005年6月6日（2245~998）（四年多，-55.5%）；
第七次牛市：2005年6月6日~2007年10月16日（998~6124）（两年半，513%）；
第七次熊市：2007年10月16日~2008年10月28日（6124~1664）（一年，-73%）；
第八次牛市：2008年10月28日~2009年8月4日（1664~3478）（九个多月，109%）；
第八次熊市：2009年8月4日~2012年12月4日（3478~1949）（三年多，-39%）；
第九次牛市：2012年12月4日~2013年2月18日（1949~2444，23.56%）；
第九次熊市：2013年2月18日~2013年6月25日（2444~1849）（四个多月，-19%）；
第十次牛市：2013年6月25日~2013年9月12日（1849~2270）（两个多月，15%）；
第十次熊市：2013年9月12日~2014年3月12日（2270~1974）（六个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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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牛市：2014年3月12日~2021年6月12日（1974~5166）（一年三个月，162%
）。
3、多头市场又称买空市场，是指股价的基本趋势持续上升时形成的投机者不断买
进证券，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现象。
空头市场（Bear Market）亦称熊市，价格走低的市场。
当部分投资人开始恐慌，纷纷卖出手中持股，保持空仓观望。
此时，空方在市场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做多(看好后市)氛围严重不足，一般就称为
空头市场。
证券市场上是指总体的运行趋势是向下的，其间虽有反弹，但一波却比一波低。

四、巴菲特巴菲特历史上持有过哪些股票

1973年开始，他偷偷地在股市上蚕食《波士顿环球》和《华盛顿邮报》，他的介入
使《华盛顿邮报》利润大增，每年平均增长35%。
10年之后，巴菲特投入的1000万美元升值为两个亿。
1980年，他用1.2亿美元、以每股10.96美元的单价，买进可口可乐7%的股份。
1992年中巴菲特以74美元一股购下435万股美国高技术国防工业公司——通用动力
公司的股票。
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将一千万股左右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股捐赠给比尔与
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计划，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捐款。
扩展资料巴菲特清仓IBM索罗斯增持金融股13F数据显示，巴菲特投资旗舰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第一季度在美股市场上的持仓规模达到1889亿美元，市值仅比前一个
季度减少了22.2亿美元。
经历了美股2月份的大幅波动，巴菲特不为所动，只是稍许减仓。
值得注意的是，在持有IBM股票七年后，巴菲特选择了彻底放手，上季度还持有的
200万股IBM股票已一股不剩。
分析人士认为，巴菲特投资IBM的时机并不好，这一笔投资并不能说是成功的“巴
菲特式”投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巴菲特参考资料：凤凰网-巴菲特、索罗斯底牌全接触，
看完这43张......

五、金融危机-什么可以避险

现在美元强势，成立黄金第二的避险产品，化解潜在风险，寻找投资良策雷曼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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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灾，熊市之下投资难免踏入误区。
如何化解纷繁复杂的理财合约及模棱两可的诸多条款中暗藏的潜在风险？如何寻求
能够保障金融资产的投资良策？教你如何规避投资风险，让你的资产稳健增值。
乱世黄金 志在保值。
有兴趣一起探讨 119911538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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