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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为什么，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为什么不涨

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为什么的问题，以及
和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为什么不涨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
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
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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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股票长期无量下跌不止？

量价关系最早源于葛兰维尔所著的《股票市场指标》，葛兰维尔总结出了八种量价
关系，实用性强，广为流传，时至今日，仍有非常多的技术派，着重研究量价关系
。我对量和价有自己的看法，量代表人气，价代表方向，一定程度上讲，人气比方
向更加重要。一个冷清的市场，对手盘不多，钱就那么多，赚钱难度自然很大，所
以说不要在熊市折腾，没人气价格又怎么能上得去呢！

量是至关重要的，无量下跌是怎么一回事呢？无量下跌，代表的是不愿交易的情绪
，这种情绪就会导致无量，无量的情况下，卖盘力量大于买盘力量，股价就会下跌
。举个实际的例子，当市场不好看一只股票的未来，认为还有利空没释放，愿意买
入股票的投资者很少，买盘不多，持有这只股票的投资者，只想把筹码出掉，卖压
就会比较重，这个阶段，个股就会出现无量下跌的走势。无量下跌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上升途中的无量下跌，另外一种就是下跌途中的无量下跌。想必大家多少都有
了解，上升中途的无量下跌，其实就是主力的洗盘，而下跌中途的无量下跌，无非
就是缺乏主力运作，只有一帮散户在玩。具体情况是怎样？下面详细地讲解。

上升途中的无量下跌

上升过程中，买盘积极介入，主力意图是做多。但是，主力一直拉升股价，会动用
越来越多的资金，也会累积逐渐增多的获利浮筹，越往上拉，兑现压力就会越大。
因此，聪明的主力，在上涨途中，会适当地压一下盘，把获利的浮筹洗出去，减轻
后市的拉升压力，这种洗盘方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缩量，越往下跌量能越小。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下图的个股，主力运作的轨迹非常明显，在起初阶段，股价重
心缓慢往上移，成交量逐步放大，遇到阻力时，无量下跌，洗盘后重新放量上涨。
这只股票在启动主升浪之前，有过两处明显的无量洗盘走势，都是比较好的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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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途中的无量下跌

下跌的趋势中，无量是正常的表现。一只股票活跃度越高，主力出货越容易，这是
因为接盘侠足够多。成功操盘的主力，就是在上涨中，使得股票得到更多短线资金
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个股在最后的主升浪时，成交量都非常大，主力可以在纷
纷涌入的短线资金中，出掉一部分筹码，随着筹码供应量变大，股价由涨转跌，一
路跌一路卖。主力把股价拉高后，然后不断地抛出筹码，利用的就是投资者抄底的
心理，涨得太高不敢买，那就使股价下跌，看起来有低吸的机会，结果股价越吸越
低，愿意买的资金越来越少，越跌量能越小，导致无量下跌。

举个例子，下图的个股，处于长期的下降通道，每次放量反弹时，接着都是无量地
下行，途中有过三处这样明显的过程。

大家有没发现规律，下降趋势中，无量下跌不能抄底，容易抄在半山腰；上涨趋势
中，起初涨幅不大时的无量下跌，敢于克服恐惧的心理介入，但是，经过大幅拉升
后，无量下跌，千万不能介入。

各位，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到这里，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金融知识（股市、楼市、债
市、汇市），可以关注小白老师的头条号（小白读财经），查看更多的原创文章和
原创问答。

入股市三年了，为何总是跌跌不休？

2015年刚过熊市，我想你应该是2015年进入股市的吧，到现在还问这种问题，看
来你这两三年没有太大长进，下次再来牛市估计你能抓住么？关键在于，就怕你处
在牛市中而不自知。

1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股市的历次牛熊市：

牛市平均8.9年，涨490%。熊市平均1.3年，跌41%。

再来看看A股，如果以后的走势按照黄线的方向来走，那么牛市开始的时候就是20
16年，那么请问你都在牛市中了，你都感觉不到。牛市不是一路向上，一点不停歇
的。不要以为2007年和2014年的牛市就是正常的牛市。

正常的牛市是这样的：

70度的牛市是不健康的牛市。你应该祈祷不要再来这种牛市。因为来得快，去的
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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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看看中国的历次牛熊市

中国股市牛市熊市时间一览表

第一次牛市：1990年12月19日~1992年5月26日（96.05~1429）（一年半后，1
380%）；

第一次熊市：1992年5月26日~1992年11月17日（1429~386）（半年时间，-73
%）；

第二次牛市：1992年11月17日~1993年2月16日（386~1558）（三个月后，30
3%）；

第二次熊市：1993年2月16日~1994年7月29日（1558~325）（17个月，-79%
）；

第三次牛市：1994年7月29日~1994年9月13日（325~1052）（一个半月，223
%）；

第三次熊市：1994年9月13日~1995年5月17日（1052~577点）（八个月，-45
%）；

第四次牛市：1995年5月18日~1995年5月22日（582~926）（三天，59%）；

第四次熊市：1995年5月22日~1996年1月19日（926~512）（八个月，-45%）
；

第五次牛市：1996年1月19日~1997年5月12日（512~1510）（17个月，194%
）；

第五次熊市：1997年5月12日~1999年5月18日（1510~1025）（两年，-33%）
；

第六次牛市：1999年5月19日~2001年6月14日（1047~2245）（两年多，114%
）；

第六次熊市：2001年6月14日~2005年6月6日（2245~998）（四年多，-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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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牛市：2005年6月6日~2007年10月16日（998~6124）（两年半，513%
）；

第七次熊市：2007年10月16日~2008年10月28日（6124~1664）（一年，-73
%）；

第八次牛市：2008年10月28日~2009年8月4日（1664~3478）（九个多月，10
9%）；

第八次熊市：2009年8月4日~2012年12月4日（3478~1949）（三年多，-39%
）；

第九次牛市：2012年12月4日~2013年2月18日（1949~2444，23.56%）；

第九次熊市：2013年2月18日~2013年6月25日（2444~1849）（四个多月，-19
%）；

第十次牛市：2013年6月25日~2013年9月12日（1849~2270）（两个多月，15
%）；

第十次熊市：2013年9月12日~2014年3月12日（2270~1974）（六个月，-11%
）；

第十一次牛市：2014年3月12日~2015年6月12日（1974~5166）（一年三个月
，162%）；

第十一次熊市：2015年6月12日~迄今

如果单就以上证指数来说，我们不是已经处在第十二次牛市过程中了么？

自怨自艾解决不了问题。

谁能回答？为什么股市跌跌不休？

造成股市跌跌不休的原因比较多。股市，实际上是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市场，价格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公司经营情况涨跌。

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因素，从价值投资的理念来看，1.是未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情
况（一般半年）。2.是公司质地是否良好，经营情况如何，是否经常违规，公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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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经营内容符不符合国家扶持政策，科技含量高低，在业内是否领先。3.是现在
市场价格有没有投资价值。4.是供求关系，也就是说股票供应和场内资金比,因为资
金是流动的、必须靠大数据随时监控，所以股票行情软件经常在卖数据。5.是地缘
政治。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各种关系变化，战争，都极大影响市场的涨跌
。

股票投资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国家经济、投资政策。当前我国经济正在恢复之
中，肯定有坎坷和波折，世界疫情并没有定论，新股发行提速，除主板的注册制外
，其它新政已经完成，护盘告一段落。特别是技术上，下面没有支撑位，上面两个
多月的万亿成交堆积，让投资者不敢大量进入，延续了阴跌。

中国股市每天都有哪些利空及做空因素，背后原因是什么？

谢谢邀请！

A股市场背后的利空主要是三年前对股市的两个定位问题:一是股市的基本功能为融
资功能;二是资本市场化解金融风险。

时至今日，在股市下跌的三年时间，两个利空的表现形式略有变化，主要体现在IP
O须常态化规模化;另外就化解金融风仍在继续进程。这表明管理方面在股市历经三
年下跌后，仍然认定目前市场仍具投机性与泡沫，需要常态化的IPO让投资者保持
清醒认识。

而做空因素当然是大的资金持有者对政策的熟知，以及内忧外患综合考量下，做出
的卖出筹码行为。

OK，关于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为什么和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为什么不涨的内容到此结
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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