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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初期哪些特点_请教经历过牛熊市的老股民，牛市初
期的特征是什么-股识吧

一、什么是牛市？牛市分哪几个阶段?

?钢と?谐⌒星槠毡榭凑牵?有?奔浣铣さ拇笊?小 此处的证券市场，泛指常见的股票、
债券、期货、期权（选择权）、外汇、基金、可转让定存单、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
它各种证券。
牛市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牛市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因素：
股份企业盈利增多、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利率下降、新兴产业发展、温和的通货膨
胀等都可能推动股市价格上涨。
政治因素：政府政策、法令颁行、或发生了突变的政治事件都可引起股票价格上涨
。
市场本身的因素：如发行抢购风潮、投机者的卖空交易、大户大量购进股票都可引
发牛市发生。
牛市分哪几个阶段 牛市第一期 牛市的第一个时期与熊市第三期的一部分重合，往
往是在市场最悲观的情况下出现的。
大部分投资者对市场心灰意冷，即使市场出现好消息也无动于衷，很多人开始不计
成本地抛出所有的股票。
价值投机网站提醒：有远见的投资者则通过对各类经济指标和形势的分析，预期市
场情况即将发生变化，开始逐步选择优质股买入。
市场成交逐渐出现微量回升，经过一段时间后，许多股票已从盲目抛售者手中流到
理性投资者手中。
市场在回升过程中偶有回落，但每一次回落的低点都比上一次高，于是吸引新的投
资人入市，整个市场交投开始活跃。
这时候，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公司业绩开始好转，盈利增加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进一步刺激人们入市的兴趣。
牛市第二期 这时市况虽然明显好转，但熊市的惨跌使投资者心有余悸。
市场出现一种非升非跌的僵持局面，但总的来说大市基调良好，股价力图上升。
这段时间可维持数月甚至超过一年，主要视上次熊市造成的心理打击的严重程度而
定。
牛市第三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后，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
大市的每次回落不但不会使投资人退出市场，反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加入。
市场情绪高涨，充满乐观气氛。
此外，公司利好的新闻也不断传出，例如盈利倍增、收购合并等。
上市公司也趁机大举集资，或送红股或将股票拆细，以吸引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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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市场投机气氛极浓，即使出现坏消息也会被作为投机热点炒作
，变为利好消息。
垃圾股、冷门股股价均大幅度上涨，而一些稳健的优质股则反而被漠视。
同时，炒股热浪席卷社会各个角落，各行各业、男女老幼均加入了炒股大军。

二、1、牛市转熊有什么特征？2、熊市转牛市有什么特征？

一、牛市初期及其特点： 经过长期下跌和无数次反弹夭折的打击，大部分投资者
对市场心灰意冷，即使市场出现好消息并开始微量上涨，也成为很多人抛售股票的
机会。
只有少数投资者通过经济形势、市场技术面的敏锐观察和分析，发觉市场情况正发
生微妙的变化，下跌趋势可能即将终结，于是开始分批建仓。
盘面上，个股或大盘的成交量逐渐摆脱前期地量的状况，市场上开始涌现出活跃的
概念板块和领涨个股，个股价格相继出现小幅波动。
一些主力机构的建仓往往在这个时候开始或者完成。
市场在上涨过程中，回调不再创出新低，且出现低点逐步上移的态势。
这时候经济环境出现回暖，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公司业绩开始好转，于是有新资
金开始缓步进场。
二、熊市初期市场特征： 以前的冷门股正在市场上唱主角，热门股已经率先开始
了调整，股指在放量创出本轮行情新高后，便转为小阴小阳走势，反映在K线图上
是明显的下跌抵抗型。

三、请教经历过牛熊市的老股民，牛市初期的特征是什么

经济环境的预期已经达到最坏的程度，股价已难以进一步下跌，交易量非常小，但
大家觉得也很难上涨，而且略有上涨就会有人割肉抛出，不认为未来会有大的上涨
行情，所以在牛市初期买的人比较少，只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在默默吸纳股票，市
场表现为股价难以下跌或底部逐步抬高，成交量温和放大。

四、牛市是什么 牛市分为什么阶段 每个阶段有什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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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 也称多头市场又称买空市场，是指股价的基本趋势持续上升时形成的投机者
不断买进证券，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现象。
多头是指投资者对股市看好，预计股价将会看涨，于是趁低价时买进股票，待股票
上涨至某一价位时再卖出，以获取差额收益。
一般来说，人们通常把股价长期保持上涨势头的股票市场称为多头市场。
多头市场股价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一连串的大涨小跌。
第一阶段：单边下跌行情为主基调，但迅猛的反弹仍时有发生。
操作上应坚持反弹结束后开始建空，不抢反弹。
第二阶段：市场转入整体的平衡市，各合约也逐渐转变为正基差排列。
基本面仍是熊市特征，但是低廉的价格消化了大部分空头因素，价格的上涨也往往
来自于对预期的反应。
基本面未有重大实质性改变之前，炒作的种种利多如果无法兑现，则期价又重向低
价的现货靠拢。
此阶段中各合约的正基差排列反应了牛市来临前合理的利多预期。
“买现卖期”的稳健获利模式使得市场中买入套保数量相对较小，这也造成了持仓
数量出在相对较低水平（和牛市比较）。
这个时期的所谓“多逼空”几乎都以多方认赔告终。
第三阶段：基本面的供求关系转变使得价格逐步远离震荡区间。
实质性的利多因素开始集中地连续地出现。
随着现货紧张程度的上升，市场由初期的缓慢回升发展到后期的疯狂抢购。
但毕竟“树再高也长不到天上去”，价格高企带来的丰厚利润会刺激产量的回升，
上涨过程中包含的宏观物价因素、通货膨胀因素也会随着宏观基本面的变化而改变
。
第四阶段：从高点大跌之后，随着做空能量释放，加上基本面仍显示牛市特征，局
部时间段的供求可能造成中级波段上涨行情，此类行情在时间跨度和幅度上都往往
超过熊市中的反弹。
对这种行情，留恋牛市者往往认为牛市升浪再度展开，而对熊市翘首期盼者则容易
称其为熊市反弹行情.

五、牛市起涨阶段盈利三要点

有备而来。
无论什么时候，在买股票之前就要盘算好买进的理由，并计算好出货的目标。
千万不可以盲目地进去买，然后盲目地等待上涨，再盲目地被套牢。
不买问题股。
买股票要看看它的基本面，有没有令人担忧的地方，防止基本面突然出现变化。
一定设立止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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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出现巨大的亏损的，都是由于入市的时候没有设立止损点。
而设立了止损点就必须真实执行。
尤其是刚买进就套牢，如果发现错了，就应该卖出。
总而言之，做长线投资的也必须是股价能长期走牛的股票，一旦长期下跌，就必须
卖！ 不怕下跌怕放量。
有的股票无缘无故地下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交量的放大。
特别是庄家持股比较多的品种绝对不应该有巨大的成交量，如果出现，十有八九是
主力出货。
所以，对任何情况下的突然放量都要极其谨慎。
拒绝中阴线。
专家观点认为，无论大盘还是个股，如果发现跌破了大众公认的强支撑，当天有收
中阴线的趋势，都必须加以警惕！尤其是本来走势不错的个股，一旦出现中阴线可
能引发中线持仓者的恐慌，并大量抛售。
有些时候，主力即使不想出货，也无力支撑股价，最后必然会跌下去，有时候主力
自己也会借机出货。
基本面服从技术面。
股票再好，形态坏了也必跌。
最可怕的是很多人看好的知名股票，当技术形态或者技术指标变坏后还自我安慰说
要投资，即使再大的资金做投资，形态变坏了也应该至少出30%以上，等待形态修
复后再买进。
要知道，没有不能跌的股票，也没有不能大跌的股票。
所以对任何股票都不能迷信。
不做庄家的牺牲品。
有时候有庄家的消息，在买进之前可以信，但关于出货千万不能信。
任何庄家都不会告诉你自己在出货，所以出货要根据盘面来决定，不可以根据消息
来判断。
参考资料： *：//*jiaoyin001*/shizhanyaoling_614.html

六、大盘牛市见顶有什么特点

大盘牛市见顶特点：1、股市的平均市赢率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2、为了防范股市风险的蔓延，管理层出台了非常严厉的整顿措施，偏淡消息增多
。
如媒体曝光上市公司欺诈问题，监管部门查处市场违规事件，拟实施的举措明显抑
制做多；
3、股市资全面吃紧，机构手中头寸调度不灵，股票套现压力极大，就算有新的资
金入市也只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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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多庄股已经有很大的涨幅，庄家派发筹码的愿望十分强烈，部分庄股因为资
金断裂或违规，出现了连续的跌停现象；
5、所有股票均有了很大的升幅，很多的股票都创出了历史上的新高，垃圾股飞上
天，st股票大面积涨停；
6、新股定位高，上市首日新股开盘“天价”，而且高得有些离谱，这可以通过比
价效应来对比；
7、扩容节奏加快。
如果扩容速度明显高于一个阶段的节奏，如几个月来都是每周发行3至4只新股，而
近期突然增加到一周发行5至6只，便是大盘即将见顶的标志。
8、股市人气沸腾，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新开户股民大量增加，散户资金纷纷入
市，追涨气氛热烈。
市场普遍认为股市长期向好，几乎没人相信股市会出现深跌；
9、见顶前市场舆论一片看好，股评界一派唱好，认为会有一波很好的行情，见顶
回落后仍然有人在大唱牛市的赞歌，认为仅仅是一个调整，后市仍然会再创新高。
这些在以后的操作中可以慢慢去领悟，为了提升自身炒股经验，新手前期可以用个
牛股宝模拟炒股去学习一下股票知识、操作技巧，对在今后股市中的赢利有一定的
帮助。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七、牛市初期如何选股

牛市初期正是大部分股票盘出下降通道的时期，这一特征决定了牛市的第一波，股
票反转的特性；
初期大部分股票的表现视作为强势反弹，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
，且以波段运行的格局不段推高股价，在这次行情完结之后，投资者才会对股价的
定义有反弹定为反转，同时股价的上升高度令下降通道聚然改变。
因此在这一阶段寻找股时，不宜单纯用趋势分析选股，如果用趋势分析，很多股票
都是难以入眼，而追寻上升强势或底部量能积蓄程度高的股票侧更为有效．所谓上
升势头强，是指股票一旦进入拉升期，虽然单日涨幅并不大但期间停留的时间短甚
至基本没有停留，回调的幅度也比较小，这种股票在相对地位一般迈小卒步，只要
没拉出大阳线，一般期间的回调可以构成买点；
至于底部量能的积蓄，是指股票在底部连续放量震荡，股价基本没有出现大幅的上
涨，区间运行的的特征较为明显，这种股票一旦脱离底部，则往往意味上升阶段，
只要大盘配合，再度跌回盘整区域的概率不大，这一现象月其他超跌股上表现出来
。
总知，走势反转是这一期间大部分股票的特征，做反转股将有不非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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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牛市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牛市？那是让人看不懂的行情！牛市是正在开采的金矿，那里遍地牛股，遍
地黄金。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牛市的盛宴。
如果缺乏战略的眼光，必胜的勇气和科学的策略，只能怀疑自己，怀疑专家， 怀
疑市场，在牛市初期的震荡中落荒而逃，陷自己于被动，从而无缘波澜壮阔的行情
。
不幸的是，市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类型。
所以我们说，人和牛市、牛股以及我们的策略都是需要缘分的。
从千点至今，我们分两个阶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从千点起步第一目标位1100点，震荡之后上摸1200点，反复震荡后再次向上突破，
年内可见1300点。
这一点市场走势已经并将继续做出证明。
从本月下旬开始，我们根据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修正了观点，认为1300点
是牛市第一浪，再次充分整理后将会继续向上突破，走出更大的行情。
因此，到本周二，我们不但在市场的恐慌中从容逢低加仓，而且对大小会员的持仓
结构也做了优化调整，同时明确指出“本周是唯一一个最好的加码点”！“在此之
后将等待收获”。
如此精准的的观点和策略，几乎每个读者都赞叹“精彩，真精彩！”。
但很多人仅仅是赞叹，却并没有紧跟我们的步伐，更谈不上同步获利，这里缺乏的
就是眼光、勇气、信心和缘分。
同落袋的钱是真盈利一样，赚到手的牛市才是真正的牛市，眼中的牛市则只是一个
虚的影像。
有心人和有缘人已经和我们一起受益并作好了继续迎接牛市的准备。
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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