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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为什么会崩溃，股市为什么会崩溃的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华尔街股市崩盘现象

“崩盘”是一个夸张的词汇，能够让人“神经紧绷”，甚至做出情绪化的事情。比
如非理性卖出、卖出在卖出的行为。

可从经济、金融发展的历史来讲，“崩盘”行为均为被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所回补
，一改下滑的局面，进而走进“新局面”。可以称之为进入下一阶段的“跳板”。

华尔街现为世界最成熟的金融机构聚集地之一。以“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
像摩根、洛克菲勒和杜邦等开设的银行、保险、航运、铁路等公司的经理集中在此
。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在这里，几个主要交易所的总部：纳斯达克、美国证券
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等也在此。

“华尔街”这个词已经超越了街道本身的意义，更多的是象征着美国经济影响力的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这里聚集着众多的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所以每每大跌的情况出现时，就会说“
崩盘”。再加上美股的特点与其他股市不同，存在长时间上涨，短时间回调的特性
。上涨速度较慢，但是周期较长。

并且美国大部分的投资者为机构投资者，民众将钱购买保险、基金、理财等进行投
资，把钱交给机构，让他们去打理与收益。

所以，一旦出现“暴跌”，不管是机构还是媒体人，给民众一种“崩盘”的反应。

其实很夸张。哪里有崩盘？最优秀的市场之一不能说“崩”就“崩”。刺激眼球而
已，下跌也是长时间积累才能大幅下跌。从发展的角度来讲，美国股市是不存在“
崩”的，仅仅是数日或是阶段性的回调与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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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崩盘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崩盘

股票的“崩盘”是指：该只股票的庄家由于资金周转不灵或公司传出坏消息等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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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空，使庄家他无法控制股价而猛跌，这叫崩盘。崩盘有短时间内股价猛跌的意
思，所以前几年的熊市不叫崩盘，是周期性的市场规律。崩盘的成因：股市的崩盘
都是因为股市存在大量的泡沫，当大量泡沫短时间内突然破裂之后，形成了股市投
资和投机者的恐慌性抛盘止损，结果泡沫全部破裂甚至击穿非泡沫股价，形成了崩
盘。所谓的泡沫，是指价格的恶性上涨，价格严重背离了价值。

为什么股市每次大跌都毫无征兆 

有征兆的，只是这个征兆多数人根本看不懂，给你看懂了就不会大跌了。

大跌前的征兆，一般是经过高位震荡后，小幅回踩，再度涨起并逼近高位平台突破
线，此时多数人是毫无悬念的认为会突破大涨了，并已经满仓等待坐轿上山。殊不
知，此时是主力资金正好出货完毕（全卖给你了）时。之后就是大跌，，主力资金
会把余票猛烈卖出打压股价，他不愿意自己手中无票了还涨。

股票无故下跌什么意思

正常情况下，股价不会无缘无故跌停。在个股没有负面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有三个
原因会导致个股出现跌停。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选择。

一、系统性风险。

虽然个股没有坏消息，但是大盘暴跌，这叫系统性风险。这时，所有股票都会受到
影响下跌。市场下跌得越厉害，跌停的股票就会越多，因为大多数投资者都在恐慌
并跟随趋势。例如，在2015年股市崩盘期间，有几千股跌停股票。这些股票本身没
有坏消息，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分析市场的大环境，看看市场的短期暴跌是只
是调整还是趋势发生了变化。

第二，获利回吐压力。

一只股票在连续暴涨之后很可能会有一个跌停，这是因为连续暴涨会让这只股票有
巨大的获利空间。在股价持续强势上涨的阶段，持有人会因为贪婪而选择锁仓再看
。当股价突然涨不起来的时候，就会抛出大量的盈利板块，导致大跌，没有负面情
况的时候就会出现跌停。

第三，庄股逃走。

如果短期内市场既没有系统性的暴跌，也没有该股的持续暴涨，则处于震荡阶段，
但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庄股普遍出逃，这类股票一般由资金实力较强的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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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仓、拉升、洗盘，再拉升等步骤操作。股票被炒得很高，但实际上成交并不
活跃，换手率极低，庄家通过在高位上下跳跃实现出货。

1929年经济大危机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为什么会崩盘呢

1、缺乏调节机制的制度是危机的根本原因。政府不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的社会体
制虽然对于调动个人活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有积极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并可能
产生消极后果。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下因没有对这种分化进行调节的机制，社会
呈现因没有对这种分化进行调节的机制，社会呈现严重的不和谐。

2、政府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不干预，直接导致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为危
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工人是消费品的主要消费者，另一方面
，资本家却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即工资。这样，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主
要来自工人的有限需求和消费，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3、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另外一个因素。财富集中的结果实
质就是对经济产生有害的影响，即：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
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
投机，衰退便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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