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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股票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登录股票交易系统后，
显示的股票价钱都是很久以前的呢，跟现在的价格不一样
。-股识吧

一、为什么现在的新股都那么贵呢，发行价

现时股票帐户成本价格，是以“加权平均值”来计算你的持股成本，你低卖高买，
成本自然会增多。
最好办法就是要低买高卖，才能把成本降低，争取获利。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您。
顺祝马年投资顺利！

二、为什么现在的新股都那么贵呢，发行价

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楼上几位说的不错。
我是做港股的，楼猪可以去看看港股的发行，无一会超过10元，这有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香港证监会的监管，而在香港流通市场，几毛甚至几分钱一股的股票满地
都是，我们称之为“仙股”，这种股票要是在大陆肯定要被疯炒，但是在香港市场
却没人理会，有的甚至一天一股都没成交，这就是他们成熟的市场理念所在，相观
中国股市，就是跟着政策，资金，概念来走，不符合价值理论，想怎么炒就怎么炒
。
而且香港股市是不限制涨跌幅的，其依然运行良好，要是在A股市场上，不限制涨
跌幅我敢说市场一下就会崩溃。

三、为什么市值小的股票贵过市值大的?

由于小盘股一般都设计高科技、新材料等热点高成长性行业，而大盘股以国有垄断
巨型企业为主，即使利润很高，但净利润率和利润增长率比较稳定，突发性的增长
预期比较小，应此投机价值低，因此股价偏低。
小盘股正好与之相反。
专买市值小的股票的原因举例说明：
假设某一公司发行了50亿股，供给量如此之大使其价格基本无法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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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大的购买量或是需求，才能推动这些股票强势上涨。
相比之下，对于发行量相对较少，如5000万股的股票，适量的购买就能带动价格上
扬。
所以，如果有两只股票可供你选择，一只发行量为50亿股，另一只则为5000万股，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发行量较少的股票往往会有更好的表现。
但是，由于股本较低的股票缺乏流动性，同上涨阶段相比，它们下跌的速度可能有
过之而无不及。
换句话说，更好的投资机会总是伴随着额外的风险。

四、为什么登录股票交易系统后，显示的股票价钱都是很久以前
的呢，跟现在的价格不一样。

周六周日一般都进不去交易系统内，周一正常开盘价格就正常了。

五、为什么有的股价发行几块有的有几十上百块呢

一般是按当时同行业的平均市盈率的市场定的发行价。
不同的行业市盈率是不一样的，就像银行的市盈率才十几。
这次农行发行价才两块多，那些朝阳行业市盈率就要高很多，所以发行价也高。
同时也要看大盘的走势，大盘走强时发行价就比较高，大盘弱时发行价也要低得多
。
要是农行在去年底发行就不止这个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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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以前的股票为什么那么贵》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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