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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市场会有板块轮动规律—股市的板块轮动？-
股识吧

一、股市的板块轮动？

1、大牛市行情的盘面最主要表现特征往往是：优质好股先涨、底价质地差的股票
次涨而大盘权重股最后涨。
原理：优质股票先向上拉，从而打开上涨空间，之后质地差的低价股再补涨，最后
超级大盘股涨最后一轮并用以掩护前期的股票出货。
2、大熊市下的“大级别超跌反弹行情”，则是先涨低价股（熊市投资者普遍恐高
，而低价股容易吸引人气），之后涨中价股，再后涨高价股，最后涨大盘权重股。
原理：先将质地次的低价股拉到较高位置，从而对中价股的股价有上顶作用！中价
股涨高后再上顶高价股，最后大盘权重股的最后一涨往往是掩护前面的股票出货。
前述的原理总结就是：1属于从高向低，站在上面向上拉，2属于从低向高，从下面
向上顶！而大盘权重股在2中一般不会有太大涨幅，主要是起压盘（让大盘点位不
涨，从而掩护庄家进货）、最后拉高指数（行情末期掩护庄家出货）的作用。
而在2情况下（大熊市中的大级别反弹行情），一般大盘权重股是不会有太大涨幅
的。
3、对于时间较短的短线技术反弹行情，一般没有上述特征，并且这种短线技术反
弹行情往往权重股还会成为香脖脖！因为超短线技术反弹行情进场抄底的机构往往
更要考虑股票的流动性（短期能快进快出，股票流动性必须要好）。
熊市中的大波段反弹行情选股注意事项：熊市，普通的百姓投资者是必然赔钱的，
所以，他们所拿的股票一般不会有好的表现！！！所以，我们选股一定不要与大众
握股习惯相同！也即：（1）普通百姓爱拿着（套着）去进行“长期投资”的股票
，一般不会涨；
（2）普通百姓最熟悉的股票，一般不会有好的行情！普通老百姓最熟悉什么股票
？几大银行、二石油、几保险、几大煤炭、几大钢铁，。
。
。
。
。
。
所以，这些股票就没有涨的道理，或不可能有大涨幅，如果它们大涨，你不就等于
“大众在熊市都可以挣钱了吗”？因为大众在熊市不可能挣钱肯定赔钱，所以他们
熟悉的、爱拿的股票就不会涨或不会大涨。
牛市的第一阶段，这些股票一般也不涨（如2006年初到2006年中期），因为这一时
期是能人才可以挣钱的时期，所以大众熟悉、爱拿的股票就不会太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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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是如何确定股市板块轮动的？

这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在股市，资金总是会流向价值洼地，所以才形成了板块轮
动，这就是利润空间预期反映

三、股市板块轮动规律有哪些

板块轮动的8大规律1、板块的轮动都会按照最新的国家和行业发展情况，新的社会
现象，新的国家政策，板块新题材，以及主力对市场和政策等预测上涨或下跌，不
会出现排队轮动的现象。
如重大国家政策如4万亿会带动基建、通信等板块的活跃。
行业的重大政策或者明显复苏也会造成板块的活跃，如产业振兴规划或者行业拐点
的确立。
2、不同时间启动的板块，其持续能力不一。
一般来说，率先启动的板块，其持续时间比较长，反弹能力也会比较大，而后启动
的板块持续时间和力度会比较弱，尤其到后期，某个突然启动的热点可能是盘中一
现。
3、行情启动初期，确定热点板块有一种简单方法，就是热点板块先于大盘见底，
拉动大盘见底上涨。
4、当行情处于涨升阶段，市场的热点会比较集中，增量资金也多汇集在几个重点
板块，从而带动市场人气，吸引更多资金，推动行情进一步发展。
5、行情涨升阶段捕捉龙头板块，可以通过盘面和成交量捕捉热点板块。
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在大盘涨幅榜前列，出现某一板块有三只以上或者当天三只以
上股票底部放量上攻，可能成为热点板块。
6、板块轮动的传导现象。
热点板块轮动尤其是在涨升阶段会出现明显的传导现象，带动其他板块活跃。
例如房地产板块的持续升温会带动建材、钢铁等板块的活跃。
7、当各板块轮番活跃过后，会有一次再度轮回的过程，但是此时的持续力度和时
间都会减弱，轮动的速度也会加快。
8、在板块轮动的后期，轮动将加大投资者的操作难度，影响资金的参与热情，对
大盘的反弹形成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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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市的板块轮动？

1、大牛市行情的盘面最主要表现特征往往是：优质好股先涨、底价质地差的股票
次涨而大盘权重股最后涨。
原理：优质股票先向上拉，从而打开上涨空间，之后质地差的低价股再补涨，最后
超级大盘股涨最后一轮并用以掩护前期的股票出货。
2、大熊市下的“大级别超跌反弹行情”，则是先涨低价股（熊市投资者普遍恐高
，而低价股容易吸引人气），之后涨中价股，再后涨高价股，最后涨大盘权重股。
原理：先将质地次的低价股拉到较高位置，从而对中价股的股价有上顶作用！中价
股涨高后再上顶高价股，最后大盘权重股的最后一涨往往是掩护前面的股票出货。
前述的原理总结就是：1属于从高向低，站在上面向上拉，2属于从低向高，从下面
向上顶！而大盘权重股在2中一般不会有太大涨幅，主要是起压盘（让大盘点位不
涨，从而掩护庄家进货）、最后拉高指数（行情末期掩护庄家出货）的作用。
而在2情况下（大熊市中的大级别反弹行情），一般大盘权重股是不会有太大涨幅
的。
3、对于时间较短的短线技术反弹行情，一般没有上述特征，并且这种短线技术反
弹行情往往权重股还会成为香脖脖！因为超短线技术反弹行情进场抄底的机构往往
更要考虑股票的流动性（短期能快进快出，股票流动性必须要好）。
熊市中的大波段反弹行情选股注意事项：熊市，普通的百姓投资者是必然赔钱的，
所以，他们所拿的股票一般不会有好的表现！！！所以，我们选股一定不要与大众
握股习惯相同！也即：（1）普通百姓爱拿着（套着）去进行“长期投资”的股票
，一般不会涨；
（2）普通百姓最熟悉的股票，一般不会有好的行情！普通老百姓最熟悉什么股票
？几大银行、二石油、几保险、几大煤炭、几大钢铁，。
。
。
。
。
。
所以，这些股票就没有涨的道理，或不可能有大涨幅，如果它们大涨，你不就等于
“大众在熊市都可以挣钱了吗”？因为大众在熊市不可能挣钱肯定赔钱，所以他们
熟悉的、爱拿的股票就不会涨或不会大涨。
牛市的第一阶段，这些股票一般也不涨（如2006年初到2006年中期），因为这一时
期是能人才可以挣钱的时期，所以大众熟悉、爱拿的股票就不会太涨。
http://www.cf18.net/Article/ShowClass.asp?ID=400

五、A股板块轮动规律 怎样把握A股市场板块轮动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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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轮动是我国股票市场的一大景观，小散要想在股票投资活动中获得超越大盘的
利润，就必须准确把握市场板块轮动的脉搏，踏准市场的节奏，否则也许深处牛市
中也享受不到市值增长的乐趣。
非但在牛市中把握板块轮动格局意义重大，就是在熊市中如果能够准确踏准市场的
节拍，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收益。
对于率先启动的板块必须高度关注，并及时介入，因为率先启动的板块往往会成为
行情延续中的龙头板块，不论是上涨时间和上涨幅度都会远远强于其他板块，挖掘
并介入这一板块，自然就会抓住当时市场的主流、核心板块，势必也会获得超过市
场平均盈利水平的利润。
根据板块轮动规律，在领涨板块如果较大涨幅、短期有调整迹象时，此时应该果断
卖出这些获利丰厚的领涨板块，迅速寻找补涨轮涨板块，并及时介入，这样—方面
可以把领涨板块的利润及时兑现，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通过轮流、
反复参与不同的热点板块，实现资金的“重复使用效率”，放大有限资金的盈利效
应，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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