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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资金博弈是什么原因、股票资金博弈怎样看涨-
股识吧

一、为什么股票流入资金量大还跌停

你好： 首先股票流入资金量大通常会促使股价上涨的，但如果大盘不好，再好的
个股也会选择顺势而为，出现跌停就并不为奇；
主力也会有在时机把握上出错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现时机不对，主力会迅速改变的
，由做多改为做空；
股票流入资金量大并不一定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股市其实是一种博弈，需要虚虚实
实的，主力或会做出一种姿态以误导中小投资者的；
买卖股票不是简单的活儿，需要智慧与知识，要分析主力动态。
不寄希望于单一技术指标。
详尽股市理念或可以看看我的一些观点*：//blog.sina*.cn/sp02?retcode=0
祝您快乐收益！大连 石洱歌

二、股票资金博弈怎样看涨

股票能够上涨必须要有资金参与，当看到成交量开始逐日放大，该股票可以看涨

三、股市是不是零和博弈

你好，不完全是，股市中有投机者和投资者两种，投机是零和博弈，投资刚是价值
配置，加关注吧，学习相关知识

四、股市震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大陆股市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主力资金需要的是调仓换股，因为，已经高估的股票
帐面上的利润，没兑现之前成不了真正的利润，手中没有股票的空仓机构是无法赚
到钱的。
机构主力资金，为了顺利调仓，想进仓的目标股票需要股民在指数下跌恐慌时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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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偷偷吃进；
想出的股票需要指数上涨股民看好时买入，因为股民往往会看指数炒短线，套住后
才被迫做所谓的中长线，自我安慰“长期投资”。
大资金调仓，没有散户这么容易，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如何尽快实现这个换仓目
标？只能把水搅混了，才能混水摸鱼！先创造利空（A/H股互换）让指数下跌，澄
清后，将来再出真利空继续跌，再出利好让指数上涨，利空/利好几个来回，让指
数在5000-6200点之间上下震荡几次，让股民晕头转向，机构主力乘机撤出一些股
票进驻另一些股票（比如新股、价值低估的老股、业绩将来会增长的老股、将来会
资产注入的老股）。
然后，在年底或08年初展开新一轮上涨行情，于是，多数股民又继续重复着相同的
故事：看着指数不断上涨，自己的资金和市值不涨，指数上8000点或10000点了，
多数股民还是没从股市赚到钱。
而指数下跌时，多数股民却有亏钱的份。
那些07年上半年盲目进入股市、靠运气赚到钱的新股民和一些很自负的老股民，迟
早会还给这个股市的！股市就是一个不断产生一批“股神”，然后又消灭一批“股
神”的地方！从长远看，最终，只有永远只参与新股发行摇号却从不进入股市的摇
号专业户和少数经验丰富、投资理念正确且心态很好的老股民才能真正赚到钱！一
些碰运气赚到后再也不重新入市的人，也是真正赚到了钱！其他的股民，目前赚了
股民，不管满仓还是空仓，都别高兴太早。

五、请问什么是零和搏弈?

你好，不完全是，股市中有投机者和投资者两种，投机是零和博弈，投资刚是价值
配置，加关注吧，学习相关知识

六、股市零和博弈是什么？请通俗的介绍一下

&nbsp；
&nbsp；
&nbsp；
&nbsp；
零和博弈也称零和游戏，是博弈论的一种。
&nbsp；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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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nbsp；
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
成绩永远为零，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
&nbsp；
&nbsp；
&nbsp；
&nbsp；
股市的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
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

七、请问什么是零和搏弈?

零和博弈 “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得失相加只能得零”.
"竞争者此长彼消，胜者之所得加败者之所失等于零”。
所谓零和，是博弈论里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双方博弈，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
吃亏，一方得益多少，另一方就吃亏多少。
之所以称为“零和”，是因为将胜负双方的“得”与“失”相加，总数为零。
在零和博弈中，双方是没有合作机会的。
“零和游戏”就是：游戏者有输有赢，游戏参与各方的得失总和为零。
，在一般情况下，玩者中总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获胜算为1分，而输为一l分，
那么，这2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零和博弈属于非合作博弈，是指博弈中甲方
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即各博弈方得益之和为零。
在零和博弈中各博弈方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既无法实现集体
的最大利益，也无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除非在各博弈方中存在可信性的承诺或可执行的惩罚作保证，否则各博弈方中难以
存在合作。
在金融市场实际趋势运行中，理想零和博弈的全过程接近于一个半圆。
股市零和博弈的定义可以表述为：
输家损失＋现金分红＝赢家收益＋融资＋交易成本。
(等式左边是股市资金的提供者，右边则是股市资金的索取者)

八、股票市场出现非零和博弈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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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理论上是一个零和博弈市场，是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虚拟的市场，在这个
市场里不会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在这个市场里可以对社会财富进行管理和进行社
会财富再分配，所以说是零和博弈。
不管是对整个市场，还是对一只个股，都适用下面的零和博弈公式：
进入证券市场的钱＝流出证券市场的钱；
进入证券市场的钱＝机构和股民投入的资金+上市公司的分红的钱；
流出证券市场的钱＝机构和股民赚走的资金+上市公司融资融走的钱+证券公司收
取的交易佣金+财政部证券交易印花税+证监会收取的上市公司管理费+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取的股权过户费（深交所免收）+上市公司破产引起的证券价值归零；
另外，机构和股民赚的钱如果没有拿出证券市场，则不算流出，不计入公式。
上面是对标题的回答。
下面是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加入A以1元的价格购买某一股票，一5元的价格卖出
，B购得，又以价格2卖出。
在这个过程中，A赚4，B赔3.如何解释，中间的差价去了哪儿？”这人例子的回答
： 在二级市场上也就是上市后的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股票
实有价格，是股票含有的净资产，这由上市公司的实际资产来决定，是股票价格的
实际部分，另一部分是股票的虚拟价格，也就是股票的预期价格，说白了就是由于
人们的非理性交易而认为该股票应该值这么个价格，两部分合在一起就是你在交易
市场里看到的价格，即买入卖出的价格。
例子中的股票的净资产假如是一元，那么，A以1元买入，以5元卖出，就说明A认
为这个股票只值5元，其中的4元是预期价格，A认为现在的价格已经达到了自己的
预期价格，就卖出了；
B以5元的价格买入，以2元的价格卖出，就说明B认为这个股票的预期价格要超出5
元，所以买入，买入后股价下降，B改变了自己的预期价格，认为现在的市场里这
个股票的预期价格只值2元不可能再是2元以上了，如果不卖以后的预期价格会是2
元以下，所以就以2元卖出了；
其实，在A和B的交易过程中，股票的实际价格还是1元，不同的是A和B对这个股票
的预期价格不一样，这是A和B的判断问题，判断对了就赚钱，判断错了就赔钱，
但是，如果A和B都没有把赚的钱和赔的钱拿出证券市场，那么，A就不算真的赚B
也不算真的赔，AB都有可能在下一次翻盘，赚赔翻了过来。
这就是A和B对自己的社会财富进行管理及社会财富在A和B之间进行再分配，在这
个财富的管理和分配的过程中，上市公司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股票的实际价格没有
发生变化，社会财富并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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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股票资金博弈是什么原因.pdf
《开通股票要多久》
《放量多久可以做主力的股票》
《新的股票账户多久可以交易》
《认缴股票股金存多久》
下载：股票资金博弈是什么原因.doc
更多关于《股票资金博弈是什么原因》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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