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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涨停板股票、为什么涨停板的股票也有现量-
股识吧

一、股市中的涨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涨停呢?偶不懂

首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国股票交易规则中的涨跌停板制
，涨停价和跌停价就是根据这个规定来的. 涨跌停板制度源于国外早期证券市场，
是证券市场上为了防止交易价格的暴涨暴跌，抑制过度投机现象，对每只证券当天
价格的涨跌幅度予以适当限制的一种交易制度，即规定交易价格在一个交易日中的
最大波动幅度为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下百分之几，超过后停止交易。
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涨跌停板制度是1996年12月13日发布、1996年12月26日开始实
施的。
制度规定，除上市首日之外，股票（含A、B股）、基金类证券在一个交易日内的
交易价格相对上一交易日收市价格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10％，超过涨跌限价的委托
为无效委托。
当然，所说的10%是指10%附近.象G广刚上周五就是停在了9.89%. 后来，证监会规
定了把连续两年的亏损的企业加上st的帽子后，为了防止这类股票波动过大，又单
独规定了st的涨跌幅在5%之间

二、股票为什么要涨停板

原因有：1、主力拉高出货（已经涨了比较多了）；
2、主力涨停板扫货（刚开始起步）；
3、突然出重大利好，主力和散户一起抢货。
别以为涨停板总是好事，那往往是危险的开始，甚至是疯狂的最后。
涨停的股票不一定是好股，涨个不停的股票才是好股。

三、股票为什么会出现涨停板

目前的股票有做涨停和跌停的规定. 普通A股的涨停/跌停幅度为10%；
股票前带S ST *ST之类的股票的涨停/跌停幅度为5%.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几种情况
是不设涨停/跌停限制的. 比如1.新股发行当日2.股票停牌后复牌(恢复上市)的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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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情况下不做涨停/跌停. 然后说明什么是涨停/跌停(以一般A股为例) 当股票的交
易价持续上升，达到前一天收盘价的110%时，股票涨停，当股票的交易价格连续
下跌，达到前一天收盘价的90%时，股票跌停. 那么涨停和跌停的限制是什么. 涨停
和跌停限制的是股票的波动幅度.也就是说限制当日的最高和最低价格.至于它还动
不动，你还能不能买卖，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作为买方或者卖方，只要有对手出
现交易委托并接近你的价格就可以交易.也就是说虽然股票涨停了，但如果这时有
人愿意出售的话，做为买家，只要你价格刚好，又比其他买价有相对有限权的话，
你就可以买入，同样，如果跌停的话，只要有愿意买入的买家，那么这时候你也可
以卖出你的股票.也就是说在规定的幅度内，怎么交易，交易多少都是买卖双方的
自由.

四、股票股价为什么会涨停

股价为什么要涨停：涨停源于主力资金的关照；
涨停是主力资金运作的结果；
涨停实现着主力资金的战略、战术意图，其一，展扬昭示效应，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显示自身的实力，展露操作意向。
其二，加力吸筹或拔高建仓，强震荡吸货；
加力吸筹；
拔高建仓。
其三，别具一格的洗筹，先拉涨停，再连续打压洗筹；
边拉涨停边洗筹；
在涨停板上变化成交量进行洗筹；
连续拉涨停再反手连续跌停洗筹。
其四，快迅脱离成本区，拉涨停后一路扬升；
连拉涨停脱离成本区；
拉涨停后台阶式攀升脱离成本区。
其五，诱多涨停出货。
涨停股的市场意义：上升初期涨停：以涨停来拉高建仓，此时，此涨停价的位置属
于庄家的成本区。
上升中期涨停：以连续涨停的手法迅速脱离成本区，此时，此涨停价位置属于庄家
的利润区。
相对高位涨停：以涨停的手法来吸引人气，引起市场的注意力。
因为庄家深知散户的特点--追涨杀跌，以此来吸引大量的市场跟风盘。
此时，此价位成为庄家的派发区，也是最危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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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为什么会打开涨停板

亲，你问的问题好难回答，因为你问的几乎不是个能回答的问题。
不过这里我还是要说，股票打开涨停板是因为买的人少了，自然就打开了。
如果是跌停板，卖的人少了也可以打开跌停板。
意思就是，加入今天的股票是10元涨停的，如果很少人卖，有很多人买，那是不是
就是涨停板一直封着。
如果卖的人多了，买的人少了，那股票就打开了涨停板。
祝你股市赚钱多多！

六、为什么涨停板的股票也有现量

原因如下：1、涨停后 ，卖1-5都没有人挂单 所以才会涨停
，而买1-5总有人在卖出， 在不断的消耗， 所以内盘会不断增加， 而外盘不变 。
总量就是外盘+内盘 内盘不断增加 总量当然增加了2、
内盘是主动卖盘成交的都叫卖盘 ，也就是说 ，在买1-5成交的都是内盘。
3、外盘是主动买盘成交的叫买盘， 也就是说 ，在卖1-5成交的都是外盘 。

七、股票为什么会涨停或跌停?

目前的股票有做涨停和跌停的规定.普通A股的涨停/跌停幅度为10%；
股票前带S ST *ST之类的股票的涨停/跌停幅度为5%.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几种情况
是不设涨停/跌停限制的.比如1.新股发行当日2.股票停牌后复牌(恢复上市)的当日，
此等情况下不做涨停/跌停.当股票的交易价持续上升，达到前一天收盘价的110%时
，股票涨停，当股票的交易价格连续下跌，达到前一天收盘价的90%时，股票跌停.
涨停和跌停限制的是股票的波动幅度.也就是说限制当日的最高和最低价格.至于它
还动不动，你还能不能买卖，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作为买方或者卖方，只要有对
手出现交易委托并接近你的价格就可以交易.也就是说虽然股票涨停了，但如果这
时有人愿意出售的话，做为买家，只要你价格刚好，又比其他买价有相对有限权的
话，你就可以买入，同样，如果跌停的话，只要有愿意买入的买家，那么这时候你
也可以卖出你的股票.也就是说在规定的幅度内，怎么交易，交易多少都是买卖双
方的自由.然后开始解答你的问题.从上面的介绍，假如一个股票涨停了，这时有人
想以比涨停价低的价钱卖出一些股票，而这个时候，想以涨停的价格买入这只股票
的人的买入数量比要卖出的那笔股票数量少，那这个时候股票会以下来次高的价格

                                                  页面 3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进行交易.这时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也就是涨停后又掉下来的情况.最后，一只股
票涨停后一天内会不会动.股票是一种投资，而股票的价格取决于投资者，买股票
的人对这只股票的信心.假如大家都觉得这只股票应该值这么多钱，那么它就值这
么多钱，所以假如一只股票出现强劲的利好消息，并且有大量的资金买入它，那么
这只股票可能达到涨停并在当天一直维持在涨停价格，但是在存在人为把股票价格
拉高后，制造假像，吸引其他买家来买的同时他乘机出售股票导致股票价格下降这
样的情况.

八、股票涨停板是怎么产生的？

最初的股票涨停板的产生是来自于国外早期的证券市场，早期的证券市场为了防止
股票市场交易价格的暴涨和暴跌；
避免股民们过度投机现象的产生，会对每天的股票涨跌幅度进行一个恰当的限制。
这也是一种简单的交易制度，制度中会简单的规定交易价格，对一个交易日中的最
大波动幅度作出限价，超过之后就会停止交易。
我国证券市场现在所实行的股票涨停板，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保持了
市场的稳定和规范化。
而且我国的股价，当达到涨停板之后，也不是完全停止交易的，在涨停板限价之后
，仍然可进行交易，因为它是以收市为结束的信号。

九、股票为什么要设置涨停板？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 法律法规不完善 容易让人操纵市场
给实体经济造成过大的波动 也是为了保护股民的权利 因此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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