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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的下一次牛市会不会在未来两年呢

A股下一次牛市会不会在未来的两年出现呢，估计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精准的时间
节点，如果能够精准的预测牛市什么时候产生，那么炒股赚钱就太容易了。虽然没
法精准的预测牛市何时产生，不过从过去A股的牛熊转换周期，按照大盘指数反弹1
500点以上作为标准，A股走出了四次牛市，第一次是1999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
2005年-2007年，第三次是2009年，第四次是2014年-2015年。那么第五次可能
是2020年-2021年……

而根据牛熊转换的周期来看，从2001年牛市的高点到2005年牛市的低点，熊市调
整的周期是4年，而从2007年高点到2009年牛市起点，调整的周期是2年左右，而
从2009年高点到2014年牛市起点，调整了5年。也就是说过去从上一波牛市的高点
到下一次牛市的起点，最长的调整时间都只有5年。

而上一波牛市的高点5178点正好是2015年6月份出现的，截止到目前，差不多也
调整了5年时间，因此牛熊转换的时间周期来看，A股接下来一波牛市可能就会在今
年下半年或明年出现。按A股牛熊转换的时间周期来预测，A股接下来大概率会迎来
一波牛市，可能大家会纳闷，现在这种行情，根本看不到任何牛市的迹象，可是大
家发现没有，创业板的很多股票，及高科技类股票都不断地再创新高，部分医药、
农业股已经涨幅一倍以上，食品、白酒等龙头个股今年却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任
何走出了牛市的即视感。

这也是我今天在这个问答当中要说的，接下来A股即便走出牛市，也不会像过去牛
市那样出现普涨，更多可能是结构性牛市。其实大家看美股从2008年以来，走出了
十多年的长牛，而在这波长牛当中，也不是所有的美股都在涨，同样只是局部的龙
头股持续大涨，大多数个股其实表现很一般，而随着外资的不断流入，创业板、5G
概念股、芯片股、新基建概念股、高科技股等等。不断创造新高，涨一倍或几倍的
股票屡见不鲜，所以我认为A股的牛市已经在前期的路上。

所以对于牛市，大家不能再以以前的评判标准来评判，可能接下来即便指数大涨，
你手中的很多个股却原地踏步，并没有赚钱，可能只是部分业绩权重股推动指数不
断上涨，市场二八效应很强，现在创业板就是二的效应。主板市场是8的效应，现
在是各股的行情，随时间推移会出现8的效应，就是普涨行情，也许到了普涨行情
之后，离牛市的结束就不远了。所以A股未来的牛市可能会出现今年的下半年或明
年。

以上部分观点参考于银行信息港

中国A股下一轮牛市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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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年，2014-2015年，掐指一算，2022-2023年，会是新一轮牛市。

很多算命的股神和大V，每一年都会觉得，A股的牛市要来了。

从2020年开始，就有各式各样的声音，去预测牛市的起点。

现如今2023了，很多人说离牛市越来越近了，再等等，再等等。

其实，如果你懂底层逻辑，就会明白，市场越成熟，越不存在牛市。

所有的牛市，都是因为市场的不成熟而引发的，不论是06年，还是15年，本质上
都是管理的失控导致的。

第一次，市场从998，直接到6124，翻了6倍，泡沫非常严重。

第二次，市场从1849，直接到5178，翻了2.8倍，甚至动用了大量的场外配资。

两轮被人们熟知的大牛市，最终都是以大熊市收尾。

也就是牛市泡沫的背后，是需要参与者去买单的。

其实，A股市场不支持大牛市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项。

1、A股的本质是融资市场。

A股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制造牛市的交易市场。

A股的本质，是一个不断扩容，不断给实体企业供应资金的融资市场。

A股的本质，是解决中国那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A股从来没有要给市场发福利，给老百姓发福利的意思。

所以，A股本身，并不具备牛市的特征。

A股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资金抱团，要拉升股价，拉高市值的需求。

有没有牛市，对于A股的融资没有影响，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性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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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股的总体估值并不低。

很多人说，A股的估值很低。

那是因为A股的估值，相比过往处于一个历史较低的水平。

但实际情况，相比一些发达经济体，A股的总体估值水平并不低。

因为中国原本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发展也比较快，所以，市场给到整个A股
的估值体系，是偏高的。

现如今，经济增速放缓，市场总体的估值水平往下降一些，其实也就比较合理了。

再往后，随着市场的开放，A股总体的估值，将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核心的上
市公司的估值水平，也会和国际接轨。

3、A股的体量已经不小了。

不支持A股出现大牛行情的另一个因素，其实是A股的体量。

现如今A股的体量，远超两轮牛市的峰值。

可以这么说，A股虽然没有长高，但还是长胖了。

3000点对应的市值，在70万亿左右，如果牛市涨到5000点，市值就要117万亿。

如果算上扩容，可能就要120万亿，甚至更高了。

这凭空出现50万亿的市值，得多少资金来填坑，难度非常的大。

按照注册制的速度，A股可能很快会进入百万亿市值的时代，到时候想要启动超级
牛市，难度就更大了。

长胖是刚需的话，那么长高就成了奢望。

4、政策不引导资金入股市。

政策其实并不想引导资金入市，因为股票市场是一个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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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解决融资问题以外，A股吸引资金的价值，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没有
太多的意义。

这也就决定了政策引导，都是针对实体，而不是虚拟的金融。

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行业政策，都不是针对股市的放水。

没有资金的引导，那么市场里的资金都是自发入场，同时也就更多的偏向于博弈资
金。

所谓的长线资金，在股市里的占比，太少了。

资金入市的初衷，就是在市场里能够通过博弈捞一笔，仅此而已。

在没有政策明确引导资金入市的前提下，系统性的大牛市，是不太可能再出现的。

大胆做几个预测，等待大家共同见证。

1、未来只有结构性牛市，不存在系统性牛市。

系统性牛市是普涨，结构性牛市，是某个板块上涨。

普涨的概率很低，因为各个行业会分化，也因为资金会的投资偏好会更集中，抱团
倾向会更浓。

不炒业绩，不炒题材，单纯炒低价股的时代，一定会过去。

80%的个股，会因为上市公司的发展受限，从而躺平在地上，没有太多的发展。

而结构性牛市必然存在，是因为资金要吃饭，政策也一定会鼓励某个行业的发展。

2、指数爬坡的速度很慢，市场的体量扩容会很快。

A股指数，会出现缓慢的爬坡，但是速度和效率，会越来越慢。

很多人说，3000点已经有15年了，这一点没错。

指数只是低点正在不断往上涨而已，所以还是在缓慢的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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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市场体量的不断扩容，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爬坡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指数要涨10%，需要的资金量也越来越大，负重前行之下，市场的前进步伐就自
然慢了。

3、牛股的出现，会以业绩和题材双轮驱动。

不论有没有牛市，都会出现牛股，这是百分百的。

牛股有两种，一种是基于长期的业绩，缓慢上涨的牛股，或者我们现在俗称白马股
。

另一类，是基于题材本身，带来的业绩预期增长，诞生的牛股。

业绩永远是事后的验证，题材永远是事前的引爆点。

可以这么说，牛股的逻辑一直没有变，只不过少了一种随着大盘上涨的伪牛股而已
。

未来，发现牛股的眼光，不会是基于整个大盘指数了，而是基于上市公司本身。

4、新兴产业会是牛股的集中营，也是“牛市”的发源地。

最后一点，就是牛股也好，结构性牛市也好，都会集中在新兴产业。

很容易就能察觉到，最近几年，一些传统行业，根本没有走牛的迹象。

像最早的金融三支柱，表现都是差强人意。

而结构性的牛市，主要集中在新的领域，新的产业里。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股市发展的一个终局。

大部分上市公司，将缓慢的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只有新兴产业，会不断的崛起，
而且是遍地开花。

资金会更热衷于新的概念，因为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投资参考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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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于市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根据自己的认知，去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
钱。

下一轮牛市能见多高点位

上证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在下一轮牛市中超越2007年的6124.04点，并创
出新高，或许能见到万点。究其原因:一是银行指数仍伏在底部，如果银行股价创新
高，或许能带动指数上涨两千点。二是两桶油、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市净率平
均在0.7一0.8之间，如达到或超过1，或许能带动指数上涨800点左右。三是指数编
制方法调整，增加像白酒、家电、食品、医药、5G、芯片等优质头部股票的权重，
或许能带动指数上涨一千点。四是新股的常态化发行、劣质股的退市也会带动指数
不断上涨。以上仅是个人的预测或梦想，如有不妥，敬请专家学者、民间股神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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