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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股票的波动_如何制造股价波动-股识吧

一、度量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有哪些常见方法

1.首先你要知道股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
经研究表明，股票数据是有自相关性的，所以古典的回归模型拟合常常是无效的。
2.另外股票数据序列是具有平稳性，或一阶差分、高阶差分平稳性所以一般来说都
会采用平稳性时间序列模型。
简单的如AR(p), MA(q), ARMA(p,q)模型等。
3.但由于这些数据往往还有条件异方差性。
进一步的模型修正有ARCH(p) , GARCH(p,q)等模型。
3中的模型是现今一些研究股票波动的主流手段的基础。
4.如果要研究多支股票波动的联合分布，可以用Copula理论进行建模(这个一般用于
VaR,ES风险度量，比较前沿，国内90年代才开始引进，但并不算太难)5.另外还有一
些非实证的手段，那是搞数学的弄的了

二、股票如何涨上去的?

影响股票涨跌的因素有很多，大致分为两种：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宏观的主要包括国家政策、战争霍乱、宏观经济等；
微观的主要是市场因素，公司内部、行业结构、投资者的心理等。
下面具体讲这些因素给股市带来的影响：一、经济因素 经济周期，国家的财政状
况，金融环境，国际收支状况，行业经济地位的变化，国家汇率的调整，都将影响
股价的沉浮。
1、经济周期是由经济运行内在矛盾引发的经济波动，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规律。
股市直接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必然也会呈现一种周期性的波动。
经济衰退时，股市行情必然随之疲软下跌；
经济复苏繁荣时，股价也会上升或呈现坚挺的上涨走势。
根据以往的经验，股票市场往往也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
2、国家的财政状况出现较大的通货膨胀，股价就会下挫，而财政支出增加时，股
价会上扬。
3、金融环境放松，市场资金充足，利率下降，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很多游资会从
银行转向股市，股价往往会出现升势;国家抽紧银根，市场资金紧缺，利率上调，
股价通常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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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发生顺差，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会促使股价上升；
而出现巨额逆差时，会导致本国货币贬值，股票价格一般将下跌。
二、政治因素 国家的政策调整或改变，领导人更迭，国际政治风波频仍，在国际
舞台上扮演较为重要的国家政权转移，国家间发生战事，某些国家发生劳资纠纷甚
至罢工风潮等都经常导致股价波动。
三、公司自身因素 股票自身价值是决定股价最基本的因素，而这主要取决于发行
公司的经营业绩、资信水平以及连带而来的股息红利派发状况、发展前景、股票预
期收益水平等。
四、行业因素 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变更，行业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新兴
行业引来的冲击等，以及上市公司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经营业绩，经营状况，资
金组合的改变及领导层人事变动等都会影响相关股票的价格。
五、市场因素 投资者的动向，大户的意向和操纵，公司间的合作或相互持股，信
用交易和期货交易的增减，投机者的套利行为，公司的增资方式和增资额度等，均
可能对股价形成较大影响。
六、心理因素 投资人在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后产生心理状态改变，往往导致情绪
波动，判断失误，做出盲目追随大户、狂抛抢购行为，这往往也是引起股价狂跌暴
涨的重要因素。

三、股票波动研究 有什么具体方法

一、某只股票的股价从高位下来后，如果连续三天未收复5日均线，稳妥的做法是
退出来。
二、某只股票的股价破20日、60日均线或号称生命线的120日线、250日线时，一般
尚有8％至15％左右的跌幅，先退出来观望较妥。
三、日线图上留下从上至下突然击发出大黑棒或槌形并破重要平台时，无论如何都
应该出货。
四、遇重大利好想第二天高开卖出，或许能获取较多收益，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重大节日前一个星期左右，开始调整手中的筹码，乃至清空股票，静待观望。
六、政策面通过相关媒体明示或暗示要出整顿“金牌”告示后，应战略性撤离。
七、市场大底形成后，个股通常只会有30％至35％左右的涨幅。
记着，不要贪心，见好就收。
八、国家出现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趋向恶劣的问题或不明朗或停滞不前时，能出
多少就出多少，资金不要在股市上停留。
九、同类(行业、流通股数接近、地域板块、发行时间上靠拢等情况下)股票中某只
有影响的股票率先大跌的话，先出来再说。
十、股价反弹未达前期制高点或成交无量达前期高点时，不宜留着该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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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是怎么波动的？

股票的涨跌与买卖的人数和买卖量有关,与股票的质地好坏有关.当然还与人为的因
素及炒作有关系.有的股票质量不是很好但他照样涨.一般来讲股票涨是买的人多,量
大而且卖的人少也就是说:求大于供.反之股票跌是:供大于求.买的多的原因可能是这
个股的质地好,也可能是炒股的人增加也包含庄家的炒作.当然股市也是有其内在的
运行规律的是动态的,是波动的,是有一定节奏的.没有只涨不跌也没有只跌不涨的.作
为炒股者在股票的总趋势上涨时在每一个技术上的低点都是进的机会,若在阶段高
点及时走掉当然收益最大.在股票的大趋势下跌时每一个阶段高点则是走掉的机会,
而在其低点进风险较大则有可能被套.若想在股市上有一席之地,在形成上升趋势的
低位看日线进在周线的高点处出.周线的下跌趋势中最好不要参与也就是说要打大
波段,对于没有没有专业技术的人来讲是比较稳当的. 祝你成功!!!

五、股票涨跌规律？？

股票的涨跌与买卖的人数和买卖量有关,与股票的质地好坏有关.当然还与人为的因
素及炒作有关系.有的股票质量不是很好但他照样涨.一般来讲股票涨是买的人多,量
大而且卖的人少也就是说:求大于供.反之股票跌是:供大于求.买的多的原因可能是这
个股的质地好,也可能是炒股的人增加也包含庄家的炒作.当然股市也是有其内在的
运行规律的是动态的,是波动的,是有一定节奏的.没有只涨不跌也没有只跌不涨的.作
为炒股者在股票的总趋势上涨时在每一个技术上的低点都是进的机会,若在阶段高
点及时走掉当然收益最大.在股票的大趋势下跌时每一个阶段高点则是走掉的机会,
而在其低点进风险较大则有可能被套.若想在股市上有一席之地,在形成上升趋势的
低位看日线进在周线的高点处出.周线的下跌趋势中最好不要参与也就是说要打大
波段,对于没有没有专业技术的人来讲是比较稳当的. 祝你成功!!!

六、股票价格是如何变动的？

有买就一定要有卖,否则就不会成交,这个和普通商品完全是一样的,你要买就在市场
上挂单买入,有人持有的愿意在这个价格上卖就会成交,否则价格就一直上涨到当日
的涨停板价格变动就是买的人多了就上涨,准确的说是愿意买的多了就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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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何制造股价波动

通常我们通过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来对股票的未来价格进行预测 ．
一般认为股价是企业价值的一种反映，所以有人用基本分析． 也有人认为股价是
供求关系的结果，人们通常受自己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也就有了追涨杀跌．这部
分人通常进行技术分析． 还有种观点认为股价的波动是对新进入市场的信息的一
种反映．有利的信息会使股价上涨，反之下跌．但在金融学上，若弱式有效市场（
过去的所有信息都已在股价中得到反映）成立则基本分析无效，半强式有效市场（
所有公开的信息都在股价中得到反映）成立则技术分析也无效．强式有效市场成立
，则无法利用任何信息获利．实证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弱式有效市场成立．也就是所
在现阶段股价会随着信息波动． 但新理论表明股价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表现为确
定性混沌，长期不可预测，短期可预测．具体说股价如何波动，我倾向于鞅（现在
的价格对以后的无影响）论．但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可测性，也就是所谓的趋势．
http://www.cf18.net/Article/ShowClass.asp?ID=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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