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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什么价格都有人买呢

这个问题有意思！

其实就好比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一样，也许你不喜欢的别人非常喜欢，同样的
，别人不喜欢的也许你会非常喜欢！因为每个人考虑的角度不同，看到的方面也不
同，那么得到的答案，参考的价值也是截然不同的！

就好比有些人看重高价股，是因为他们的强者恒强，散户恐高；

而有些人喜欢买低价股，是因为他们便宜，觉得自己能够买入的数量多；

而有些人喜欢中小创的个股，则是因为盘子轻，市值小；

甚至有些人喜欢蓝筹股，白马股，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贯穿牛熊，因为它们风险非常
低！

每一个类型的股票，每一个价格的股票，都会有人买！因为市场一共只有3700多
只个股，而市场则是有几亿的投资者，那自然是一种僧多肉少的局面了！

更有意思的是，我还见过有些多散户买入那些退市的个股，就好比“*ST长生”，
而原因就是博弈它能够起死回生，能够在未来重新上市！！

所以市场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买股票什么样的理由也都存在，你无法去权衡一个人
到底为什么去买它，就好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个道理！但是作为投资来说，我
们还是要懂得寻找那些跌出来的价值，远离涨出来的风险！

感谢?点赞和关注?。更多更好的逻辑期待与你分享！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为什么有些股票卖盘多于买盘还会出现涨停

卖盘和买盘表示的是主动性买盘，并不是表示的是实际成交量。

在股价阴跌过程中，时常会发现外盘大、内盘小，此种情况并不表明股价一定会上
涨。因为有些时候庄家用几笔抛单将股价打至较低位置，然后在卖1、卖2挂卖单，
并自己买自己的卖单，造成股价暂时横盘或小幅上升。此时的外盘将明显大于内盘
，使投资者认为庄家在吃货，而纷纷买入，结果次日股价继续下跌。

在股价上涨过程中，时常会发现内盘大、外盘小，此种情况并不表示股价一定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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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因为有些时候庄家用几笔买单将股价拉至一个相对的高位，然后在股价小跌后
，在买1、买2挂卖单，一些投资者认为股价会下跌，纷纷以叫买价卖出股票，但庄
家分步挂单，将抛单通通接走。这种先拉高后低位挂买单的手法，常会显示内盘大
、外盘小，达到欺骗投资者的目的，待接足筹码后迅速继续推高股价。

为什么要有涨停和跌停呢其他股市也有吗

首先，要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需要先了解下设计涨跌停的历史来源。

涨跌停板制度源于国外早期证券市场，是证券市场中为了防止交易价格的暴涨暴跌
，抑制过度投机现象，对每只证券当天价格的涨跌幅度予以适当限制的一种交易制
度。

也就是涨跌停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不成熟市场的早期，投机气氛浓厚的市场下为了
防止过度的投机导致的暴涨暴跌下形成的制度。后来像欧美国家的股票市场逐渐的
成熟，投资逐渐由散户转变为机构投资者之后，欧美市场的涨跌停制度就取消了。

而中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仍然是一个散户占主导，投机气氛非常浓厚的市场，在这个
市场上大部分是投机者，推崇价值投资者的机构投资者仍然占比不是很大。所以目
前在中国市场仍然保留了涨跌停制度，但是随着中国股市慢慢的和国际接轨以及市
场慢慢成熟，将来也有可能会取消的这一天。

最后说说涨跌停制度，这个不是中国特有的，除了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没有之外，很
多国家或者地区还是保留了这个制度，最典型的台湾，日本都还有这个制度，只是
涨跌停的比例规则有一些差异。

股票为什么有高开、平开和低开

股票的开盘和收盘，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只有开盘和收盘价格被K线图长期记
载标明了下来！继续为今后技术和趋势分析服务，所以主力或者庄都会重视，尤其
是与周、月、季、45日重叠换K线日子里，主力更是刻意很多，以达到所谓的“上
影线、下影线”骗线、引领投资者的目的！

正常情况下，一般趋势认同延续性，所以往往前一个交易日尾盘上涨，高开是正常
现象：尾盘收低，低开也是正常现象！

短线散户投机者一旦发现开盘反常时，就要警惕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影响了股价！

当大趋势向上时，主力往往刻意反其道低开，试图用少量资金打压股价一方面是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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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散户，另一方面就是低位收集筹码！

同样当大趋势向下时，主力也会刻意尽可能高开，试图用少量资金欺骗散户参与交
易和接盘，掩盖其撤离意图！

股市每时每刻都充斥着欺诈，所以更重要的开盘、收盘价，必定被主力青睐，建议
散户根据周的趋势判断方向，减少日常交易才是上策！

为什么说股市是有规律的

这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它内在的规律的，所以股票也不例外，那么股票的内
在规律关键是要怎么样去摸透它，怎么样看清楚，如果看清楚了就成为了市场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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