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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__为什么牛市
对实体经济有冲击-联大财社

一、为什么成熟的债券市场能为金融市场提供基准利率

实体经济离不开资本的运作，金融市场的动荡会影响资本的流动性，因而会对实体
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啊！

二、股市的牛与熊，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牛市可以让更多企业发行股票，促进经济发展，牛市获利人群也会刺激消费

三、牛市为什么几乎所有股票都会涨,熊市为什么几乎所有都会
跌?

原因：一、牛市1、利多消息在报章杂志上宣布时，股价即上涨。
2、个股不断以板块轮涨的方式将指数节节推高。
3、人气不断地汇集，投资人追高的意愿强烈。
4、新开户的人数不断增加，新资金源源不断涌入。
5、法人机构、大户进场买进。
6、整个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政府公布的利好消息频传。
7、本地股市和周边股市同步不断上扬，区域间经济呈活跃趋势。
二、熊市1、市场不利消息不断传出，行情呈兵败如山倒之势，纷纷跌停挂出。
2、法人机构、大户大量出货。
成交量明显放大，股价却滞涨。
3、投资者纷纷弃权，而即将除息除权的股票亦毫无表现。
4、人气浼散，纷纷抛售股票，股价快速下跌。
5、宏观经济指标呈明显下降趋势，周边市场纷纷下跌。
相关内容操作原则：（一）、牛市多头市场又称牛市，多头市场总体运行趋势是向
上的，虽有下跌，但一波比一波高。
买入者多于卖出者、求大于供，人气不断汇集，投资人追高意愿强烈，新开户的人
数不断增加，新资金源源不断涌入。
投资人在多头市场中应尽量避免频繁操作，持股待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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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熊市空头市场亦称熊市，总体运行趋势是向下的，虽有反弹，但一波比一
波低，绝大多数人是亏损的，虽偶有机会但转瞬即逝，不易捕捉，操作困难。
投资人在空头市场中应尽量避免再次进场，持币观望。
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等都有做空机制，可以进行做空来获利。
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牛市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熊市

四、为什么成熟的债券市场能为金融市场提供基准利率

利率是市场认可的资金的成本 债券的利率是以市场的资金成本为基数波动滴

五、经济下行的形势下股票市场为什么牛气冲天？

说白了股市是资金推动型的，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国家连续降准降息，大批量的资
金释放出来，一般就那么几个去处，股市、楼市、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一塌糊涂，楼市也不温不火的，大量的资金涌到股市，在加上国家也出面
鼓励牛市吧，大量的散户也跟进就一直涨。
什么时候银根紧缩了股市也差不多完了。

六、为什么说股市牛市是国家打造资本市场的重要手段

1．第一轮牛熊更替：100点——1429点——400点（跌幅超过50%） 1992年5月26日
，上证指数就狂飙至1429点，这是中国股市第一个大牛市的“顶峰”。
在一年半的时间中，上证指数暴涨1300多点。
随后股市便是迅猛而恐慌地回跌，暴跌5个月后，1992年11月16日，上证指数回落
至400点下方，几乎打回原形。
2．第二轮牛熊更替：400点——1536点——333点（跌幅超过50%）
上证指数从1992年底的400点低谷启航，开始了它的第二轮“大起大落”。
这一次暴涨来得更为猛烈，从400点附近极速地窜至1993年2月15日1536.82点收盘（
上证指数第一次站上1500点之上），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上证指数上涨了1100点
。
股指在1500点上方站稳了4天之后，便调头持续下跌。
这一次下跌基本上没遇上任何阻力，但下跌时间较上一轮要长，持续阴跌达1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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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
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至这一轮行情的最低点333.92点收盘。
3．第三轮牛熊更替：333点——1053点——512点（跌幅超过50%） 由于三大政策救
市，1994年8月1日，新一轮行情再次启动，这一轮大牛行情来得更加猛烈而短暂，
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上证指数就猛窜至1994年9月13日的最高点1053点，涨幅为215
%。
随后便展开了一轮更加漫长的熊市。
直至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跌至512.80点的最低点。
这一轮下跌总计耗时16个月。
4．第四轮牛熊更替：512点——2245点——998点（跌幅超过50%）
1996年初，这一波大牛市悄无声息地在常规年报披露中发起。
上证指数从1996年1月19日的500点上方启动。
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冲向2245点的历史最高峰。
自此，正式宣告我国持续5年之久的此轮大牛市的真正终结。
在第四轮大牛市的上升通道中，它所表现出来的“一波三折”行情，极好地化解了
股市阶段性暴涨过程中所聚集的泡沫，这极有利于牛市行情的延长：512点（2006
年1月）——1510点（1997年5月）——1047点（1999年5月）——1756点（1999年6月
）——1361点（2000年1月）——2245点（2001年6月）。
请注意：由于处在大牛市上升通道中的每一次“回调”，其跌幅均未超过前期上涨
的最高点的1/2，因此，笔者才将它视为一种“回调”，而不是一轮独立的“熊市
”行情。
第四轮牛熊更替与前三轮牛熊更替的主要区别在于：第四轮行情是一轮“慢牛”行
情，它表现为“一波三折”地上涨，同时也对称地表现为“一波三折”地下跌：22
45点——1500点——1200点——1000点。
正是牛市“一波三折”地曲折上涨，才有后来“一波三折”地曲折下跌。
也正是这样，这一轮牛熊行情才能持久，前后持续9年的时间。
5．第五轮牛熊更替：998点——4081点——？（跌幅超过50%）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
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相比，总计跌幅超过50%，故标志着此轮熊市目标位的正
式确立。
正常的技术性反转，再加上“股改”的东风，2005年5月，管理层启动股改试点，
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附近再次启动，2006年5月9日，上证指数终于再
次站上1500点。
2006年11月20日，上证指数站上2000点。
2006年12月14日，上证指数首次创出历史最高记录，收于2249.11点。
8个交易日后，2006年12月27日，上证指数首次冲上2500点关口。
2007年2月26日，大盘首次站上3000点大关。
2007年5月9日，大盘首次站上4000点大关。
2007年5月14日，大盘再次创下记录408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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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6日，大盘创造历史最高点6124.04点。
其后，由于股改承诺的大小非解禁，估值偏高，平安再融资，CPI值不断升高，人
民币汇率升高，美国次贷危机等问题。
大盘一度回落到2008年4月22日的3147.79点。
当天最低点已破3000点。
中国股市正式从牛转熊。
接下来的日子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大小非解禁，降低印花税等）使股市有短暂
的回暖。
正当各大机构以及股民期望红5月的到来时，我国又发生了8级地震。
对我国实体经济也好，对股票期货等融资市场也好，无疑是雪上加霜。
6月越南又爆发金融危机，越南股指大幅缩水。
越南做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甚至是世界金融
危机哪？中国股市和中国实体经济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如果一旦爆发危机，甚至比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形势更加严峻。

七、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一、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本质：股市的涨跌取决于市场供求，实体经济发
展好，但投资者对股市的股票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股票难涨；
相反，实体经济发展不好，如果大家有大量冗余资本投入股市，这个时候股票供不
应求股价也会上涨。
所以，股市并不能绝对体现实体经济，股市只是一个面，但是随着虚拟经济在经济
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和实体经济的相关度也就会越来越高。
再本质点说，相比实体经济需要大量的实物生产，虚拟经济更多的则是货币的投机
交易现象，所以两者虽然相关，但却不是绝对的对等关系。
二、一家公司股价的高低直接反应了该家公司的市值状况，从而会进一步影响公司
的运营状况。
三、股票市场上股价的高低会对公司的投资方向产生影响，会使公司的投资策略发
生变化，从而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相关内容：股票市场的功能：通过股票的发行，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又流入了发
行股票的企业，促进了资本的集中，提高了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大大加快了商品
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股票的流通，使小额的资金汇集了起来，又加快了资本的集中与积
累。
所以股市一方面为股票的流通转让提供了基本的场所，一方面也可以刺激人们购买
股票的欲望，为一级股票市场的发行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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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股市的交易价格能比较客观的反映出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股市也能为一
级市场股票的发行提供价格及数量等方面的参考依据。
股票市场的职能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性质。
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股票市场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
实体经济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股票价格

（编辑：尼克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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