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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股票总是牛短熊长结合政治经济学讨论股市牛
熊转换原因-股识吧

一、张红文：中国股市为什么这么熊

一个投机型的股票市场，你还能指望他有多牛？看看五、六年前集中上市的企业，
再看看他们现在的市值你就明白了。

二、结合政治经济学讨论股市牛熊转换原因

全球化政治壁垒的消融，原东方国家纷纷仿效西方国家建立资本市场；
坚持改革开主，发展市场经济(含股票市场)观点，国内掀起一轮投资热。
国内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为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央行大幅回收流动性，严
厉调控政策出台。

三、中国股市为什么跌的时间长，涨的时间短，跌好几个月，就
涨几天。

历来如此，基本7年一个轮回，涨一年，跌七年。

四、中国股市为什么还会熊

展开全部任何国家都会有熊市 我国各种制度不完善 熊市的时间一般更长

五、中国股市为什么熊长牛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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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投机心理造成的

六、导致牛市熊股和熊市牛股的原因是什么?

回调不到1/2的，都算上是强势特征的，以后会不会走熊市，这取决反弹的，如果
反弹有效的站稳30周均线的，还是牛市，还有更高的高点等这去摘取，如果不能有
效的站稳30周均线或者，附近就夭折，那就是熊市的开始，谨慎操作. 大盘早已经
脱离了上升趋势，这轮行情大盘是围绕5月均线运行的，现在5月均线压制股指，在
看看这轮的涨幅，已经是7.65倍了，很高了，回过头来分析这轮行情是什么发动的
，为什么?是奥运，有点，是宏观经济走好，有点，是人民币升值，也有点，但是
我认为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所谓好的公司要在这个市场里抽血.那就是融
资，圈钱.试想一下，现在发了多少大盘股，要是在熊市发的出去么，还有法人股
的减持，这都需要有个很好的市场来配合.至此发动了这轮行情，一旦没什么可以
上市的.大盘就会走一个漫长的回归道路，为庄稼买单的都是股民，想想中石油，
高位是谁在买，这都是鲜明的对比.总之一旦趋势有变化，我们应该出局，想想97
回归概念，奥运概念会给我门带来什么 ?顺势而为是最好的选择，不要轻易的抢反
弹，等大盘月线回5月均线上方，在进场，现在风险大于收益.个人看法采纳哦

七、什么点是中国股市的牛熊分界点？

998点 和2245点。

八、为什么职业炒股人信佛多，抑郁多，身体差

把炒股当成职业，意味着你全部身心都跟随着K线波动，被股市左右着喜怒哀乐。
中国股市历来牛短熊长，熊市一来往往就四五年，甚至六七年。
长期的脱离社会、精神抑郁，肯定会打垮你的身体，改变你的性格。
让你生活充满了空幻感，这其实就是一个职业赌徒的感觉。
所以，职业炒股人信佛的多，抑郁的多，身体差的多，都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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