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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行情复权和不复权哪个准－－请教老股民股票复权看
和不复权看有什么区别-股识吧

一、看股票K线时，要复权看比较好，还是不复权比较好？

展开全部 看股票K线时，要复权看比较好；
除权除息会造成股票价格、指标的走势畸变。
但可以保持股票的历史真实价格。
复权功能则可以消除由于除权除息造成的价格、指标的走势畸变。
判断当前股价是否处于相对历史高位还是低位。
所以一般推荐采用复权。
前复权即就是保持现有价位不变，将以前的价格缩减，将除权前的K线向下平移，
使图形吻合，保持股价走势的连续性。
后复权就是在K线图上以除权前的价格为基准来测算除权后股票的市场成本价。
就是把除权后的价格按以前的价格换算过来。
复权后以前的价格不变，现在的价格增加，所以为了利于分析一般推荐前复权。

二、请教老股民股票复权看和不复权看有什么区别

复权就是对股价和成交量进行权息修复,按照股票的实际涨跌绘制股价走势图,并把
成交量调整为相同的股本口径；
不复权是不把之前的除权除息的价格和成交量连在一起，现在的价格比较独立，不
与之前的价格挂钩。
最主要的区别是复权考虑了股票分红的影响，不复权是没有考虑的。

三、看股票是看前复权还是不复权

你好，股票看前复权还是除权? 向前复权,就是保持现有价位不变,将以前的价格缩减
,将除权前的K线向下平移,使图形吻合,保持股价走势的连续性。
向后复权,就是保持先前的价格不变,而将以后的价格增加。
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向前复权的当前周期报价和K线显示价格完全一致,而向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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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报价大多低于K线显示价格。
例如,某只股票当前价格10元,在这之前曾经每10股送10股,前者除权后的价格仍是10
元,后者则为20元。
前复权:复权后价格=[(复权前价格-
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后复权:复
权后价格=复权前价格×(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现金红利 至于哪个参考价值好是因人而异的。
个人而言，“对超长线，更没必要复权。
短线有点必要，毕竟突然的缺口，使得一些指标有变化。
但也只限于除权后的一定时间内。
如果熟练，根本没必要复权。
这个需要长期下来，你自己就会有一些判断经验。
一般选用前复权，比较利于对股票的分析，不过也要具体情况进行适时的选择，具
体如下： 1、前复权利于对价格的把握，这样图形的连续性要强烈一些;
不复权更清晰的知道股票的重大事件。
2、如果选股更趋向于技术面，建议前复权; 如果更趋向于基本面，建议不复权。
3、如果是刚刚分红配股之后均线系统打乱，建议前复权;
如果均线系统已经回归K线，选择不复权。
4、如果要看股票的"势",用前复权看，这样线形比较流畅;
如果要看均线支撑的实际价格建议用不复权看，看筹码分布也建议用不复权看。
5、要坚持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既要学会用前复权分析，更要学会用不复权分析
，不复权分析的难度会比较大，而前复权的分析真实性比较高。
首先是进行前复权分析，然后才是不复权分析，所以为了利于分析一般推荐前复权
。
风险揭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
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四、看股票的K线图是看复权的好呢还是看不复权的准？

除权、除息之后,股价随之产生了变化,往往在股价走势图上出现向下的跳空缺口,但
股东的实际资产并没有变化。
如:10元的股票,10送10之后除权报价为5 元,但实际还是相当于10元。
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部分投资者的正确判断,看似这个价位很低,但有可能是一个历
史高位,在股票分析软件中还会影响到技术指标的准确性。
所谓复权就是对股价和成交量进行权息修复,按照股票的实际涨跌绘制股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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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成交量调整为相同的股本口径。
例如某股票除权前日流通盘为 5000万股,价格为10元,成交量为500万股,换手率为10%,
10送10之后除权报价为5元,流通盘为1亿股,除权当日走出填权行情,收盘于5.5
元,上涨 10%,成交量为1000万股,换手率也是10%(和前一交易日相比具有同样的成交
量水平)。
复权处理后股价为11元,相对于前一日的10元上涨了 10%,成交量为500万股,这样在股
价走势图上真实反映了股价涨跌,同时成交量在除权前后也具有可比性。
向前复权,就是保持现有价位不变,将以前的价格缩减,将除权前的K线向下平移,使图
形吻合,保持股价走势的连续性。
向后复权,就是保持先前的价格不变,而将以后的价格增加。
上面的例子采用的就是向后复权。
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向前复权的当前周期报价和K线显示价格完全一致,而向后复
权的报价大多低于K线显示价格。
例如,某只股票当前价格10元,在这之前曾经每10股送10股,前者除权后的价格仍是10
元,后者则为20元。
前复权，是以除权后第一天的价格点为基础把除权以前的数据进行复权；
后复权，是以除权前最后一天的价格点为基础把除权后的数据进行复权；
定点复权，是以某一天价格点位基础复权，而且还是需要区分是。
一般用前复权和后复权为主。
那种好主要看你的需要。
前复权则可以看以现在价格倒推看以前的价格成本，看对应目前价格的历史价格的
真实成本。
后复权可以看出没有复权的情况下股价水平，股价的真实水平，高到什么程度。

五、复权和不复权那个准

除权、除息之后,股价随之产生了变化,往往在股价走势图上出现向下的跳空缺口,但
股东的实际资产并没有变化。
如:10元的股票,10送10之后除权报价为5 元,但实际还是相当于10元。
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部分投资者的正确判断,看似这个价位很低,但有可能是一个历
史高位,在股票分析软件中还会影响到技术指标的准确性。
所谓复权就是对股价和成交量进行权息修复,按照股票的实际涨跌绘制股价走势图,
并把成交量调整为相同的股本口径。
例如某股票除权前日流通盘为 5000万股,价格为10元,成交量为500万股,换手率为10%,
10送10之后除权报价为5元,流通盘为1亿股,除权当日走出填权行情,收盘于5.5
元,上涨 10%,成交量为1000万股,换手率也是10%(和前一交易日相比具有同样的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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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平)。
复权处理后股价为11元,相对于前一日的10元上涨了 10%,成交量为500万股,这样在股
价走势图上真实反映了股价涨跌,同时成交量在除权前后也具有可比性。
向前复权,就是保持现有价位不变,将以前的价格缩减,将除权前的K线向下平移,使图
形吻合,保持股价走势的连续性。
向后复权,就是保持先前的价格不变,而将以后的价格增加。
上面的例子采用的就是向后复权。
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向前复权的当前周期报价和K线显示价格完全一致,而向后复
权的报价大多低于K线显示价格。
例如,某只股票当前价格10元,在这之前曾经每10股送10股,前者除权后的价格仍是10
元,后者则为20元。
前复权，是以除权后第一天的价格点为基础把除权以前的数据进行复权；
后复权，是以除权前最后一天的价格点为基础把除权后的数据进行复权；
定点复权，是以某一天价格点位基础复权，而且还是需要区分是。
一般用前复权和后复权为主。
那种好主要看你的需要。
前复权则可以看以现在价格倒推看以前的价格成本，看对应目前价格的历史价格的
真实成本。
后复权可以看出没有复权的情况下股价水平，股价的真实水平，高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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