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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涨价怎么来的-股票为什么会上涨和下跌？股票价格
是怎么得出的？-股识吧

一、股价上涨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股市的原理是交易者双方买卖力量的对比，当你10元要买100手，但是10的卖单只
有10手，10.2 40手，10.5 50手，那你要买到这100手，就需要提高你买单的价位，到
10.5成交，股价就涨5%下跌反过来理解就行至于波段的上涨就涉及更复杂的原因了
需要你明白更多的技术分析知识

二、股票涨跌是怎么来的???

买卖关系!举个例子，A公司发行股票，发行价是十元。
在开市前的十五分钟，几个大的投资者进入报价系统，报出自己的价格，让电脑来
撮合配对。
买价是高的优先买入，卖价是低的优先卖出。
这时候他们的价格是按自己提出的价格买卖的。
没能买或卖的进入自由买卖的过程中。
这十五分钟形成的价格就是股票的开盘价。
自由买卖股票是在开市后进行的，早九点至下午三点，股民，小投资者通过证券公
司进行股票的买卖，报出要买或卖的价格，等着有卖或买的人。
如果买的人多，价格会不断上涨，一直到有卖的人愿意卖为止。
反之，卖家也是这样卖股票的。
最后他们共同形成了股票的价格，就是收盘价。
开盘价高于收盘价就跌了，低于就涨了。
一般个人没有能力控制涨跌，但是如果他的资金非常足，可以不断的买，把价格可
以抬得很高，而且散户看见一直在涨，可能会跟进买入。
这时候他把股票卖掉他就赚了。

三、股票为什么会上涨和下跌？股票价格是怎么得出的？

展开全部股票可以当做一种特殊商品来看的 作为商品 也满足供求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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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卖苹果的 如果今年苹果丰收了 而需求的量只有那么多
则供给就明显大于需求 买苹果的为了能卖出去 就只能降价出售了
这就是供给大于需求 导致商品价格下跌 同理可得供小于求的情况 股票同理
比如说在10块钱的时候 买的人数大于卖的人数 则在19块钱这个价位
卖出的股票就无法满足买的人的需要了 因此价格上涨到11块了 随着价格的上涨 想
卖出的人会越来越多（如果高于自己的成本价，则随着价格的上升，获利的人就会
落袋为安，卖出的股票就越来越多）
但是相反随着价格的上涨，想买入的人肯定没有在10块钱的时候多了 最终
有一个平衡点，买卖的人数相当 此时股价就会处于平衡状态
这就是股票涨跌的根本原因 其他的因素都是根植于供求原理来作于于股价的上涨
下跌的 至于股票价格的得出 是根据一系列参考而得出的 比如说公司的总资产
利润水平 资产收益率 等等 最终的还是要参考股票的内在价值 就是每股净资产
股票价格始终围绕股票价值波动 但也不是特别的精确
只要有这个围绕价值波动的过程 都可以看作是有效的 希望能够帮你解决一些疑惑

四、股价是如何上涨的

股价上涨主要有股票市场供求影响，供小于求，股票上涨。
供求关系：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通
过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自发地调节供求关系，供大于求，价格就下落;求大于供，价
格就上升。
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可分为：个别因素和一般因素。
1、个别因素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其所处行业地位、收益、资产价值
、收益变动、分红变化、增资、减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供求关系、股东构成
变化、主力机构（如基金公司、券商参股、QFⅡ等等）持股比例、未来三年业绩
预测、市盈率、合并与收购等等。
一般因素分：市场外因素和市场内因素。
2、市场外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社会形势；
社会大事件；
突发性大事件；
宏观经济景气动向以及国际的经济景气动向；
金融、财政政策；
汇率、物价以及预期“消息”甚或是无中生有的“消息”等等。
市场内因素主要包括：市场供求关系；
机构法人、个人投资者的动向；
券商、外国投资者的动向；
证券行政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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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政策；
税金等等。
股价变化趋势 1、最主要的是股票的基本趋势。
即股价广泛或全面性上升或下降的变动情形。
这种变动持续的时间通常为一年或一年以上，股价总升(降)的幅度超过20%。
对投资者来说，基本趋势持续上升就形成了多头市场，持续下降就形成了空头市场
。
2、股价运动的第二种趋势称为股价的次级趋势。
因为次级趋势经常与基本趋势的运动方向相反，并对其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因而
也称为股价的修正趋势。
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从3周至数月不等，其股价上升或下降的幅度一般为股价基本
趋势的1/3或2/3。
3、股价运动的第三种趋势称为短期趋势。
反映了股价在几天之内的变动情况。
修正趋势通常由3个或3个以上的短期趋势所组成。

五、为什么股票投入后会上涨，上涨的钱是哪里来的？

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中最重要的是资金，股票的上涨和下跌都需要资金的推动，我
们本篇文章就来探讨一下股票为什么会涨会跌。
股票价格上涨的根本动力是：投资该股票资金的增加（前提条件：股本不变）．在
股本不变的前提下，随着介入某股票的资金的增加，对该股票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而该股票的供给却不变，导致了供不应求，股票价格必然上涨．作为一种零和游戏
，要在玩这游戏中取得胜利，必须了解到：只有有新资金进入，你才能赚到更多的
钱．新进入资金越多，赚的钱就越多．
在股市赚钱，主要是建立在别人亏钱的基础上的；
是建立在别人以较高的成本持有股票的基础上的．为什么牛市有那么翻倍大牛股？
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资金被用来购买这些股票，有人愿意以较高的成本持有这些股票
．为什么会出现牛市？不就是因为进入股市的资金大幅度增加吗？所以，判断股票
是涨还是跌，不仅看公司业绩，最根本还是要看看是否有新资金要介入该股票．
例如，在低价位，成交量越低，上涨可能行越大；
在高价位，成交量越低，下跌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在低价位且成交量低时，想卖股
票的人都已经卖掉了，没有资金要退出这只股票，股价不可能继续降低；
而在高价位且成交量低时，想买进的人都买进了，没有新资金进入，而股票数量也
不减少，股票缺少涨升的力量源泉－－－新进入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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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股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股票价格的涨跌简单来说，供求决定价格，买的人多价格就涨，卖的人多价格就跌
。
做成买卖不平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影响股市的政策面、基本面、技术面、资金面
、消息面等，是利空还是利多，升多了会有所调整，跌多了也会出现反弹，这是不
变的规律。
投资者的心态不稳也会助长下跌的，还有的是对上市公司发展预期是好是坏，也会
造成股票价格的涨跌。
也有的是主力洗盘打压下跌，就是主力庄家为了达到炒作股票的目的，在市场大幅
震荡时，让持有股票的散户使其卖出股票，以便在低位大量买进，达到其手中拥有
能够决定该股票价格走势的大量筹码。
直至所拥有股票数量足够多时，再将股价向上拉升，从而获取较高利润。
1、预期未来会有好的效益比如一、刚刚有利好发出，财务报表显示最近一期净利
润同比增长多少多少，使投资者认为后期该公司前景光明，目前价值被低估，所以
大量买入，推升股价。
再比如、朝阳行业，后期预期国家政策扶持，行业很有发展，投资者预期该公司今
后会连续高额盈利，所以大量买入，推升股价。
2、人为因素比如一、小道消息、新闻报道、市场传闻，使大量流动资金涌入某只
股票，致使短期内该股价格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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