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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股票高估了还在涨——为什么资产和市场价值
严重高估了，股票还涨-股识吧

一、亚马逊的股价被高估了，为什么还能继续涨

高估值股票是指一股票的二级市场的市值的市盈率而言。
股票上市，正常情况下，有一定的溢价，但是有一定的幅度。
一般情况下，如果该只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超过35倍，即可认定为高估值股票。
但你要明白这只是一般情况。
另外，高估值和股票涨并没有直接关系。

二、同样是业绩大增，为何有的股票涨停，有的跌停？

想比在股票投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一只股票业绩公布出现大增，有
的股票一字板都有可能，有的开盘就是大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说
道说道，看完下面的内容以后就会懂得里面的思路。
1.业绩大增披露期我们都知道在正式公布业绩报告之前有业绩披露期对于公司业绩
情况给个大致的情况，这个时候有的股票业绩大增。
（1）出现下跌股票是因为公司本身业绩较好，市场对于这家公司预期很高，参与
之前的业绩该公司应该预增200%，但是披露期数据公布只有120%，严重低于预期
，股价被高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炒股都是炒预期炒未来的，以前按照200%预增
炒作，目前不符合自然要大跌了，这就是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或者见光死
的格局。
（2）或者该公司本身业绩不是特别好，市场给予的预期比较低，原本以为这家公
司这次业绩公告将毫无气色业绩平平，甚至都有可能亏损了，但是公布业绩业绩大
增，原来公司股价严重被低估了，这时候这只股票自然就要涨了。
这就是业绩黑马股，市场无法提前察觉。
2.业绩正式公布（1）刚才我们说过股市有披露期，在正式公布前反正，比如一家
公司的披露期预增是200%，披露期到公布期这段时间，受到市场热捧，股价大幅
度上涨，甚至受到市场情绪影响被大幅度炒作了，达到正式公布期时候预增跟披露
时候相差不大，有时候还低比如只有180%时候，这时候股价自然要跌，这也是市
场所谓的见光者死的道理。
（2）但是披露期跟正式公布期相差不大，涨停概率较小，除非大幅度超出披露期
，目前这种概率也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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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位投资者问的时候没有具体说是披露期还是正式公布期，所以我也分类给大
家这个问题讲清楚。
感觉写的好，点个赞支持下，加关注后期更新更多股市信息和炒股方法。

三、为什么资产和市场价值严重高估了，股票还涨

这肯定是股票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影响哈，只要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供不应求，不管其
是否高估，股价一样涨哈。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望采纳，谢谢。

四、为什么资产和市场价值严重高估了，股票还涨

这肯定是股票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影响哈，只要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供不应求，不管其
是否高估，股价一样涨哈。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望采纳，谢谢。

五、股价被高估的原因有哪些？

股价高估是因为买的多卖的少，供不应求，股价就慢慢的往上涨！

六、股票为什么会涨，为什么会跌，是什么人操作的?

股票价格的涨跌，长期来说是由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利润决定的，而短期是由供
求关系决定的，而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则包括人们对该公司的盈利预期、大户的人
为炒作、市场资金的多少、政策性因素等。
价值投资取决于投资者认为一只股票是被低估或高估，或者整个市场是被低估或高
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一家公司的P/E比率、分红和收益率指标与同行业竞争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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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市场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扩展资料：影响股票涨跌的因素：1、政策的利空利多 政策基本面的变化一般只会
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例如：如果政策出利好，则投资者信心增强，资金入场踊跃，影
响供求关系的变化。
如果政策出利空，则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减弱，资金就会流出股市，从而导致股市下
跌。
当然，有时候政策面的变化，也会影响股票的价值。
比如：2001年下半年国家公布国有股减持政策，不流通的国有股要通过减持变成能
够流通的流通股，这就导致原来的流通股的价值贬值，从而导致了股市的大跌。
因此，政策面的利空利多有时候是通过供求关系来影响股市的涨跌，有时候是通过
价值关系来影响股市。
2、主力资金的进出 主力资金对于一只股票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主力资金的进出
直接影响股票的供求关系，从而对股票产生重要的作用。
任何一只业绩优良的股票，如果没有主力资金的发掘和关照，也是“白搭”。
反而有些亏损的ST股票，由于主力资金的拉动，而出现连续上涨的态势。
可见，主力资金的重要性。
3、个股基本面的重大变化
个股基本面的好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只股票的价值。
因此，个股的基本面是通过价值法则来影响股价的。
当个股基本面出现重大的利空的时候，股价一般都会下跌。
当个股基本面出现重大的利好的时候，股价一般都会上涨。
当然，这都是一般的情况。
特殊的情况，还有在高位的时候，庄家发出利好配合出货，那样股价就会下跌了。
那个时候，其主要作用的就是主力资金的流出，从而导致股价的下跌了。
因此，个股基本面的变化或者说个股的消息面对股价的具体影响，还必须结合技术
面上个股处于的高低位置来仔细分析，以免上假消息的当。
高位出利好，要小心。
高位出利空，也要小心。
低位出利好，可谨慎乐观。
低位出利空，也不一定是利空。
参考资料来源： 百科-股票涨跌

七、为何涨就易高估，大盘跌就易过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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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怎么知道股票被低估了要怎么发现被

首先从业绩进行推算。
目前货币基金和国债的利率基本在3%左右，也就是市盈率33倍左右。
33倍以下就代表股票价值没有被严重高估。
遵循原则，价值低估买进――价值合理持有――严重高估卖出。
市盈率33倍的40%就代表低估了。
另一个判断标准，国际上公认2倍净资产以内的价格具有投资价值，账面价值就是
净资产。
价值投资者认为，价格如果没有低于价值一半以上是不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的，因
此股价低于净资产表明该股价值低估了，低估值就是投资的理由。
当股价2倍净资产以上基本上可以以高估值看待，千万不能买进。
如果一味追求明星股很容易陷入高估值的陷阱中。
巴菲特说过，如果一只股票从严重高估的价格崩盘下来，那么几乎无法重返之前的
高位了。
面对很多上涨了10倍的股票，散户还在追，殊不知他们已经站在危险的悬崖边了。
上涨了10倍的股票几乎已经跑完了上涨的全程，这表明股价已经严重高估了。
判断估值高低是价值投资者能否最终取胜的评判标准。
当一只股票摆在你面前，在一分钟内你就必须明确该股股票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投资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低估值，低估值的股票才能带给你投资成功的希望。
对于大多数的公司，盈利并没有达到净资产收益率的15%以上，所以最好低于净资
产购买。
当你判断了股价已经低估，买进后不能指望它立马上涨。
低估值并不代表短期赚大钱，它只能作为你投资的保护伞，当股市大跌的时候大大
缓冲杀伤力。
投资需要耐心，持有正确的股票，你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主力坐庄还要经过
吸筹阶段――震荡阶段――启动阶段――打压洗盘阶段――拉高出货阶段。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有些初步的了解。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也
可以通过上面相关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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