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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叫熊市牛市_股市为什么叫牛市或熊市-股识吧

一、熊市、牛市分别是什么意思？

牛市是预料股市行情看涨，前景乐观的专门术语。
所谓“牛市”，也称多头市场，指市场行情普遍看涨，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升市。
牛市往往是在市场最悲观的情况下出现的。
大部分投资者对市场心灰意冷，即使市场出现好消息也无动于衷，很多人开始不计
成本地抛出所有的股票。
有远见的投资者则通过对各类经济指标和形势的分析，预期市场情况即将发生变化
，开始逐步选择优质股买人。
熊市是预料股市行情看跌，前景悲观的专门术语。
所谓“熊市”，也称空头市场，指行情普遍看淡，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大跌市。
熊市往往出现在市场投资气氛最高涨的情况下，这时市场绝对乐观，投资者对后市
变化完全没有戒心。
市场上真真假假的各种利好消息到处都是，公司的业绩和盈利达到不正常的高峰。
不少企业在这段时期内加速扩张，收购合并的消息频传。
正当绝大多数投资者疯狂沉迷于股市升势时，少数明智的投资者和个别投资大户已
开始将资金逐步撤离或处于观望。
扩展资料：出现牛市
标志主要有：价格上升股票的种数多于价格下降股票的种数；
价格上升时股票总交易量高，或价格下降时股票总交易量低；
企业大量买回自己的股票，致使市场上的股票总量减少；
大企业股票加入贬值者行列，预示着股票市场价格逼近谷底；
近期大量的卖空标志着远期的牛市；
证券公司降低对借债投资者自有资金比例的要求，使他们能够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市
场；
政府降低银行法定准备率；
内线人物（企业的管理人员、董事和大股东）竞相购买股票。
出现熊市 标志主要有：股票价格上升幅度趋缓；
债券价格猛降，吸引许多股票投资者；
由于受前段股票上升的吸引，大量证券交易生手涌入市场进行股票交易，预示着熊
市到来已为期不远；
投资者由风险较大的股票转向较安全的债券，意味着对股票市场悲观情绪的上升；
企业因急需短期资金而大量借债，导致短期利率等于甚至高于长期利率，造成企业
利润减少，使股票价格下降；
公用事业公司的资金需求量很大，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变动常领先于其他股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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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股票价格的跌落可视为整个股市行情看跌的前兆。
参考资料：牛市熊市-股票百科

二、熊不是比牛厉害吗?为什么好市叫牛市而差时叫熊市?

。
。
真正的说法是
牛角向上，熊颌向下，所以用牛市就是股市向上，熊市就是向下了。
。
并不是谁厉害不厉害的。
。

三、真有人知道什么是牛市，什么是熊市吗？琢磨几年，虽然知
道有牛市熊市这个概念，但却无法当下下断语，都是

Bear Market (Bear Market) which is also called a Bear Market， prices of the Market. When
some investors began to panic and sell a stake in， keep the shorts to wait and see. At this
point， the bears is dominant in the market， make more (bullish) a serious shortage of
atmosphere，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a bear market. The oper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is refers to the overall trend is down， will have a rebound， but a wave of a wave are
lower.Bull market is also called overbought markets， refers to the basic trend in market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form when speculators buying securities， demand greater than
supply market phenomenon. Long refers to investors in the stock market， the stock price is
expected to be bullish， so buying stocks， while at a low price to stock up to a certain price
to sell， in order to get balance benefit. In general， people usually keep the stock long-term
gains of the stock market is called a bull market. A bull market stock price changes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 series of in small down.

四、牛市熊市是什么意思？

熊市和牛市都是代表股票市场行情的一种表述形式，熊市指跌，牛市指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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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市是指股票行情偏淡且延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大跌市；
牛市是指市场行情普遍看涨且延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大升市。
牛市与熊市是股票市场行情预料的两种不同趋势。
牛市是预料股市行情看涨，前景乐观的专门术语，熊市是预料股市行情看跌，前景
悲观的专门术语。
影响熊市和牛市的因素受市场经济、政治政策等，这些都会使股票行市发生起伏波
动的一个巨大变动。
判断牛市和熊市，可以通过经济环境，也就是基本面，也可以通过技术指标。
事实上却是，对于牛市、熊市的判断，没有统一的标准，曾有技术派认为：以半年
线为标准，指数在半年线以上为牛，以下为熊，但牛市和熊市的一些特征还是很明
显的。
股市进入牛市，市场有如下特征：1、不利股市的消息出现时，如利率上升，公司
业绩衰退，甚至于亏损之类的消息见报时，股价不跌。
2、除息，除权股很快填息，填权。
3、有利好消息见报时，股价大涨。
4、行情上升时，成交量跟着上升，所谓“量价配合，量价齐并”。
5、各种股票轮流跳动，形成向上比价的形势。
6、投资人开始重视纯收益、股利，开始计算本益比、本利比。
7、投资人踊跃到登记公司办理过户，准备领息、领权等等。
8、新开户的人逐渐增加。
股市进入熊市，整个市场有如下特征：1、不利消息或传言流传于股票市场时，行
情下降，简直风声鹤唳，兵败如山倒。
2、除息、除权季节股价依然下跌，投资人连息、权都不要了。
3、当好消息频传之时，行情也是上扬乏力或升幅有限。
4、半年线被称为“牛熊分界线”。
跌破即进入熊市；
5、从阶段性高点跌幅超过20%即可判定为熊市。
从上轮牛市10月16日阶段性见顶6124点跌至4195点，上证综指跌幅达31.4%，早突破
20%，达到了投资界对于“熊市”所定义的跌幅标准。
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都是市场的一个结果。

五、股市为什么叫牛市或熊市

简单说，牛市是长期持续上涨的大盘，是多头市场，熊市是长期萎靡的大盘，空头
市场。
至于来源，有各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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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也有牛市熊市的说法。
来源据说是表情沉重、忧郁的人是牛，不断东张西望，拿坏消息吓人的人是熊。
牛希望股价上涨，熊希望股价下跌。
后来的人可能因此把上涨的股市叫做牛市，下跌的股市叫做熊市。
而中国人的理解大多是，牛表示非常厉害牛气冲天的意思，熊在中国的意思表示慵
懒疲软的意思。
所以股市大涨时就叫做牛市，股市连续下跌，股价疲软时候就叫做熊市。
反正殊途同归，明白它是个什么意思，不会引起误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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