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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常识中什么是大盘？

大盘：是指沪市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市的“深证成分股指数”的股票。大盘指
数是运用统计学中的指数方法编制而成的，反映股市总体价格或某类股价变动和走
势的指标。

上证综合指数：以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的全部股票（包括A股和B股）为样本，以发行量
为权数（包括流通股本和非流通股本），以加权平均法
计算，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日，基日指数 定为100点的股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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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成分股指数：从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所有股票中抽取具有市场代表性
的4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为样本，以流通股本为权数，以加权平 均法计算，以1994
年7月20日为基日，基日指数定为1000点的股价指数。

什么是大盘，大盘对我们决定买哪支股票有什么意义？

通常所说的大盘，一般指上证综合指数。实战中，我们不光要看个股走势，还要看
大盘涨跌，大盘涨跌可以影响到个股涨跌，而个股涨跌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到大盘的
涨跌，它们之间是互相促进并且又互相制约的关系。

一、大盘对个股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股市到处都有庄家的影子，这些庄家因为手中持有大量的筹码
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股价的走势。这些庄家嗅觉都异常敏锐，当大盘存在系统
性风险时，庄家就会根据大盘的走势来调整手中的个股，而当大盘存在系统性机会
的时候，庄家也会根据大盘走势来调整手中的个股。这样一来，大盘对于个股的影
响就不言而喻了。

比如在2015年6月的股灾中，当时很多个股都处在上涨中，但是对于庄家来说还没
达到预期目标位，这时候股灾突然而至，庄家也措手不及，当时大盘在5000点刚开
始横盘整理，技术形态上都还没构造还就开始大幅度下跌了，这时候作为散户来说
，随时都能脱身离场，而庄家因为资金量太大不可能说走就走，这时候庄家为了拉
住散户就会制造断崖式下跌，把没有及时离场的散户深套其中。在大盘大跌开始的
时候，很多个股并不一定跟随大跌，而是要慢上一拍，因为庄家要调整策略，这需
要时间。

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大盘构筑好底部开始向上突破，刚开始个股也不是全都跟着
上涨，一部分庄股反应明显要慢上一拍，因为他们也需要花时间去调整策略。

二、个股对大盘的影响

比如上证指数上涨，所反应出来的就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大部分股票都
在上涨，反之，则表示大部分股票都在下跌。这样就会导致出现我们所说的二八现
象。市场包含大盘股和小盘股，大盘股权重较高，如果大盘股大多数上涨，那么小
盘股不管涨跌指数也都会上涨。只要大盘股能够突破，小盘股也会仅仅跟着大盘股
，很多时候涨幅甚至会超过大盘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大盘股上涨的时候就赶紧
去追大盘股，小盘股上涨又赶紧去追小盘股。他们之间时常会进行轮换，等你看到
涨幅很大想去追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涨势的末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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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分为三种，弱于大盘的股票、强于大盘的股票和跟随大
盘的股票。从这方面来讲，任何股票都是以大盘为参照物的。大盘与个股的关系既
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因此，在平时的炒股过程中，我们不光要看个股的涨跌，
更要时刻关注大盘涨跌。

什么叫大盘指数？有何意义？

大盘指数是指在大陆上市的所有股票的指数。 我们大陆有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
所，上证指数是指在上海上市的所有股票的指数，深证指数是指在深圳上市的所有
股票的指数。大盘指数是指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是相互联系
又相互分开的，因为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出现在上海上市的股票就升，在深圳上市
的股票就跌这种情况，所以联系在于有时升大家一起升，跌大家一起跌。我所说在
分开的意思是说上证指数只代表上证所的指数，深证指数只代表深证所的指数。 我
们平时所说的大盘指数就是指上证指数，全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也叫上证综
指。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据在该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价格编制而成。它对股市起到
的作用是，它能影响股市个股的价格，如果大盘的指数上涨，走势良好，股民的信
心就提振了，大家入市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样又会推高大盘指数，这是一个良性
循环，反之就是恶性循环。

为什么大盘会急涨或急跌？

大盘的急涨或急跌,大多是因为机构(庄家)对权重股的拉抬或打压造成的。

大盘指数反映了整个股市的强弱走势，理论上说，每一个股票的升跌都影响大盘指
数，只是权重股对大盘指数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一些大盘蓝筹的走势强弱.一般大盘
指数上涨，个股短线操作的机会很大，可以进场短线操作，大盘下跌，就要小心，
个股操作时切记追高。供鉨参考。祝伱投资成功！

股票中的大盘指数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什么？

就是沪市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市的“深证成份股指数”。综合指数是指将指数
所反映出的价格走势涉及的全部股票都纳入指数计算范围，如深交所发布的深证综
合指数，就是把全部上市股票的价格变化都纳入计算范围，深交所行业分类指数中
的农林牧渔指数、采掘业指数、制造业指数、信息技术指数等则分别把全部的所属
行业类上市股票纳入各自的指数计算范围。成份股指数是指从指数所涵盖的全部股
票中选取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股票作为指数样本，称为指数的成份股，计算时只把
所选取的成份股纳入指数计算范围。

人们做股票时为什么要看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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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看到股评文章说“抛开大盘做个股”，误导很多投资者不看大盘沉迷于个股的
搏杀。根据思考A股的观察，这种交易方法，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准确来说，抛开
大盘做个股大多数时候会失败，只有少数情况下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
，投资者操作个股时，还是需要考虑大盘的影响。否则收益难以稳定。

为什么做股票看大盘这么重要？首先要理清楚个股和大盘的关系。大盘一般以大盘
指数为量化指标。如沪市情况，要参考沪指走势分析；深市情况，需要分析深成指
。而指数的编制，是所有个股按照一定的规则制定个股权重再合成的。也就是说，
指数是个股的代表，或者更准确的说，指数是所有个股的类平均值。个股走势强于
指数，说明该股相对强势；个股走势弱于指数，说明该股相对弱势。指数可以当做
个股强弱的标准。思考A股就使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做短线，经常可以抓到当天强势
上涨的个股，远比使用很多指标的成功率高多了。

如果你还体会不到大盘的重要性，那么建议统计一下自己短线操作的成功率和大盘
的关系。根据思考A股的统计，短线交易成功的案例，大多数是出现在大盘上涨时
，至少不是在大盘大跌时。而失败时，则大多数是在大盘弱势时，特别是大盘大跌
时。可以说，大多数个股和大盘的走势是高度关联的。

当然，也有部分个股和大盘走势关联性不大。也就是说，这些个股走出独立的走势
。根据思考A股的统计，这类走出独立走势的个股，要么是利好消息刺激的短线股
，要么是逆势勾引散户的妖股，要么是中长线慢牛股。这三类股里面，只有中长线
慢牛股的可操作性最强，获利预期也高，最值得研究。这类中长线慢牛股，在酿酒
板块为首的消费股，这几年都表现不错。有心研究的投资者可以对比大盘研究一下
，看看这类走出独立行情的个股有何特点？看多了自然会明白了。具体案例如下图
所示。

股指和大盘的区别？

1、 性质不同

大盘指数一般是指沪市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市的“深证成份股指数”；股指数
是指反映A股走势的股票指数，其指数样本只包含A股的企业。

2、包含范围不同

大盘指数是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市的深证成份股指数，即包含所有的上市公司，其中
ch除了包括A股指数外，还包括B股指数。A股指数其样本股是全部上市A股。

3、计算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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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指数=报告期样本股总市值÷除数×100；A股指数=报告期样本股总市值÷除数
×100。

4、表示的内容和作用不同

大盘指数反映的是沪、深市整体行情变化，A股指数只反映沪市A股行情变化。

股票大盘指数是什么意思?指数是越高越好吗？

大盘指数是指：沪市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市的“深证成份股指数”。

计算股票指数时，往往把股票指数和股价平均数分开计算。按定义，股票指数即股
价平均数。但从两者对股市的实际作用而言，股价平均数是反映多种股票价格变动
的一般水平，通常以算术平均数表示。人们通过对不同的时期股价平均数之间的比
较，可以认识到多种股票价格变动水平。而股票指数则是反映不同时期的股价变动
情况的相对指标，也就是将第一时期的股价平均数当作另一时期股价平均数的基准
的百分数。通过股票指数，人们可以了解到计算期的股价比基期的股价上升或下降
的百分比率。由于股票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标，则就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说，股票指数
比股价平均数能更为精确地衡量股价的变动。

并非开高就好，因为高开多了就会回落，高开少量就有继续冲高的可能，这要看前
一天的消息面及技术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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