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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价格实时波动是怎么决定的——一个股票价格的波动
幅度是受什么影响？是如何计算的得出的？-股识吧

一、股票的价格上下波动原理。

股票“软件”里面画面的价格不停的在波动是全国的股民在交易，在“讨价还价”
，开盘时间内，交易是连续的，有大资金参与交易，波动就会大些，或者，当人们
的看法一边倒时，波动就大些，都 是真实的股票爱好者 群：16268965

二、股票的波动性是怎么计算出的

运用谷峰值计算法

三、一个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是受什么影响？是如何计算的得出
的？

如果不是高开的话 涨停液就是7.7元

四、股价波动的原因

股价波动的直接原因是供求关系。
你的公司业绩好，需求可能就多，那价格就高。
假如你业绩再好，但是没有人需要你的股票，那价格也上不去啊。
另外，上市公司高管炒自己的股票是违法的。

五、股票市场上价格形成的机制是什么

证券交易所按连续、公开竞价方式形成价格，当买卖双方在交易价格和数量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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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时，便立即成交并形成价格。

六、股票的价格随时都在变化，那股票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股民买卖股票的价格是由自己决定吗？

引起股票价格变动的因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供求关系的变化或者说是买卖方
力量强弱的转换；
另外还有一些基本因素会影响股价变动，例如：1.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公司治理水
平与管理质量、公司竞争力、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改组或合并等）2.行业因素3.宏
观经济与政策因素（比如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市场利率、通货膨胀、
汇率变化、国际收支状况等）4.政治及其他不可抗力的影响；
心理因素以及人为操纵因素等。

七、股价为什么会波动的？股票买卖会影响股价变动吗？请给予
答复

股价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股票的供求关系的变化。
使股票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股市中买卖股票的投机
者，对于股价的未来走势，不是看涨，就是看跌，这看涨看跌自然形成买和卖两股
相反的力量。
当人们普遍看涨时，则买进的力量强大，股价便上升，股市为多头市场。
当人们普遍看跌时，则卖出的力量强大，股价便下跌，股市为空头市场。
而当看涨和看跌的力量均等时，即买进和卖出力量处于势均力敌时，股价便会盘整
，股市为牛皮盘整行情。
2.人为操纵。
在股票市场上，人为操纵股价是很难加以避兔和杜绝的一种股票投机行为。
在我国股票市场上，由于股票市场发展不成熟，上市公司股票较少，交易量较小，
而且法律和法规不健全，监管机关力量薄弱，因而短期投机操作.操纵行为很明显
，股价由于投机者的人为操纵会产生强烈的震荡。
3.政治性因素是指足以影响股价变动的国内外政治活动以及政府对股市发展的政策
、措施、法令等的制定和变化。
4.国民收人的增长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综合水平。
预计国民收人是增长还是下降，以及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是影响股价上升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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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经济的景气循环又影响到股价的周期波动。
在股票市场上，技术力量是由投机性买卖活动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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