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为什么早晨开盘买入股票不好；1为什么股市开盘前半个
小时我们这些散户不能正常买卖??谢谢-股识吧

一、1为什么股市开盘前半个小时我们这些散户不能正常买卖??
谢谢

可以买卖呀

二、股票开市没有买卖股价会怎样 如果一只股票早晨开盘没人
卖，那么按道理也无法买入。这只股票的价格怎么样?

通常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除非该股停牌反之顶多出现在某一价位短暂出现无买卖盘；
此时若出现在：开盘初期则将无法产生开盘价交易当中则会出现无成交现象即价格
维持在上一单的成交价格&nbsp；
亲，以上便是您所关心的问题，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盼，财源广进！

三、早上股市开盘前15分钟为什么都开始了，但又不能交易

早上股市开盘前15分钟是集合竞价阶段。
集合竞价就是在当天还没有开盘之前，你可根据前一天的收盘价和对当日股市的预
测来输入股票价格，在集合竞价时间里输入计算机主机的所有下单，按照价格优先
和时间优先的原则计算出最大成交量的价格，这个价格就会是集合竞价的成交价格
，而这个过程被称为集合竞价。
沪深开放式集合竞价时间为9点15分至9点25分，14点57分至15点00分。
扩展资料开放式集合竞价制度是指在集合竞价期间，即时行情实时揭示集合竞价参
考价格等信息的集合竞价方式。
新《交易规则》中，根据交易时间不同，开放式集合竞价分为开盘开放式集合竞价
和收盘开放式集合竞价两种。
所谓集合竞价就是在当天还没有成交价的时候，欲要入市的投资者可根据前一天的
收盘价和对当日股市的预测来输入股票价格，对于输入计算机主机的买卖下单根据
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计算各价位的成交量，最后以最大成交量的价格作为集
合竞价的成交价，这个集合竞价的成交价就是该股的开盘价，而这个过程就被称为
集合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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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开盘价在技术分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世界各国股市市场均采用集合竞价的方式来确定开盘价，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防止人为操纵现象。
在咨询文件的创业板交易规则中，对集合竞价的规定有两点与主板不同：第一，集
合竞价时间拉长。
由原来的每交易日上午9：15-9：25为集合竞价时间，改为每交易日上午的9：00-9
：25，延长了15分钟。
这使得参与集合竞价的申报更多，竞价更充分，加大了人为控制的难度，也使得开
盘价更为合理，更能反映市场行为，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第二，文件规定，每交易日上午开盘集合竞价期间，自确定开盘价前十分钟起，每
分钟揭示一次可能开盘价。
可能的开盘价是指对截至揭示时所有申报撮合集合竞价规则形成的价格，这条规则
在主板中是没有的，主板只公布最后集合竞价的结果。
这条规则的意义就在于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能够更多、
更细地掌握市场信息，特别是对于新股上市首日的集合竞价，意义更加重大。
它使投资者能够提前在集合竞价期间就掌握较为充分的市场信息，从而作出决策。
这体现了市场的公开原则. 每天上海和深圳早上开盘前15分钟 9：15-9：25
为集合竞价时段 之后为正常交易时间“

四、关于早晨场内竞价的问题

我增试过，股票开市前的竞价下单，但不能撒消下单，只能等到9：30后才能撒单
。
这就说明，竞价期间不可以买卖股票。

五、股市在早上9点半开盘前，股票都会有一些涨跌，这是为什
么？好像在9点20分就开始买卖了

9点15到9点25是集合竞价，这个时间段就已经出现股价波动，并且这十分钟内股价
基本上都是变动的，但终究还是以9点25分的竞价结果作为开盘价。
股市交易分为集合竞价与连续竞价，集合竞价：9：15～9：30，连续竞价：9：30
～11：30，13：00～15：00.9点半前不能交易但是可以下单；
9：15-9：20可挂单也可撤单，9：20-9：25只能挂单，不能撤单，9：25-9：30不能
挂单也不能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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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交易日收市后，当晚可以进行夜市委托。
9点半之前是集合竞价时的，集合竞价时的股价是变动的，要到9.27时才最后定下
来，这时的价才是开盘价。
开始涨停有时是主力挂高诱多的，后来撤单了就跌下来了，也有可能是大盘当天情
况不好，其它股价都大幅低开，低价卖出的人多他也就只好跌了来了。
第二种情况如果是大盘后来好的话很有可能当天涨停。
交易所设置集合竞价的原因是：1、防止人为地操纵股票价格，因为集合时看不到
买卖双方的数量，系统是采取时间优先价格优先原则，撮合成交；
2、集合竞价是投资者根据前日的收盘价判断，所以通过集合竞价能看出一个股票
的受欢迎程度；
3、以尾盘集合竞价来说，如果多方想要拉升股价，必须要吃掉三分钟的卖单。
空方想打压股价，也要吃掉三分钟的买单，因此操纵股价的成本也加大了。
股票交易时间：中国的股票开盘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从9：30--11：30，下午是
：13：00--15：00，中国所有地方都一样，以北京时间为准。
每天早晨从9：15分到9：25分是集合竞价时间。
所谓集合竞价就是在当天还没有成交价的时候，你可根据前一天的收盘价和对当日
股市的预测来输入股票价格，而在这段时间里输入计算机主机的所有价格都是平等
的，在结束时间统一交易，按最大成交量的原则来定出股票的价位，这个价位就被
称为集合竞价的价位，而这个过程被称为集合竞价。
集合竞价规则参看集合竞价条目。
匹配原则是买方价高优先，卖方价低优先，同样价格则先参与竞价的优先，但整个
交易过程不是分布进行匹配，而是是竞价结束集中匹配完成。
集合竞价时间为9：15-9：25，可以挂单，9：25之后就不能挂单了。
要等到9：30才能自由交易。

六、股市开盘价格比前一天收价低是怎么回事？

当然！ 跳空低开与慢慢下跌本质是一样！ 都会白损失钱的。
同理，跳空高开就是白白赚到N元！

七、股票早上刚开盘时买入价格和大盘股票显示价格不同，我按
低价买入，怎么不成交呢

股票早上刚开盘时买入价格和大盘股票显示价格不同，按低价买入，不成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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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的价格低于股票的实时价格，所以没有成交。
股票成交的原则：1.价格优先原则：价格优先原则是指较高买进申报优先满足于较
低买进申报，较低卖出申报优先满足于较高卖出申报；
同价位申报，先申报者优先满足。
计算机终端申报竞价和板牌竞价时，除上述的的优先原则外，市价买卖优先满足于
限价买卖。
2.成交时间优先顺序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在口头唱报竞价，按中介经纪人听到的
顺序排列；
在计算机终端申报竞价时，按计算机主机接受的时间顺序排列；
在板牌竞价时，按中介经纪人看到的顺序排列。
股票成交原则在无法区分先后时，由中介经纪人组织抽签决定。
3.成交的决定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在口头唱报竞价时，最高买进申报与最低卖出
申报的价位相同，即为成交。
在计算机终端申报竞价时，除前项规定外，如买(卖)方的申报价格高(低)于卖(买)
方的申报价格，采用双方申报价格的平均中间价位；
如买卖双方只有市价申报而无限价申报，采用当日最近一次成交价或当时显示价格
的价位。

八、股票开盘前十五分钟为什么 不能买进股票

股票开盘钱15分钟到9：25截止，可以集合竞价。
只要卖家低于开盘价或者买家高于开盘价都能成交。
9：25结束集合竞价，价位合理却买不到有可能是在9：25之后下单的，那是废单，
不参与集合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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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为什么早晨开盘买入股票不好》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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