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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4月股市 历史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4月股市时间，
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4月股市
历史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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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号股市开盘吗

开盘。

2023年五一放假安排为4月29日-5月3日共5天，根据交易所的相关通知，股票市
场休市时间也为4月29日-5月3日，5月4日起照常开市。另外，5月6日（周六）虽
然为工作日，但是不开市！

中国股市经历了几轮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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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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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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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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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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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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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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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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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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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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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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存款流失8000亿！钱都去哪儿了？

根据人行公布的2020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在4月份，人民币住户存款减少了
7996亿元，也就是所说的存款流失8000亿元。

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一季度三个月住户存款总共增加了6.47万亿人民币，
平均每天有超700亿人民币涌入银行。

是否这就意味着在我国疫情得到控制后，报复性消费来了？

诚然，自疫情发生以来，经济受到冲击，第一季度大部分人生活消费习惯受疫情防
控因素影响发生了改变。非必要消费减少，购房、买车等大额支出也受到很大的影
响，居民的钱无处可花，优先存在银行中。同时第一季度本身是银行传统揽储旺季
，也是广大国民存款比较旺盛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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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历年数据，第一季度存款增加也处于正常水平。

而至于4月份居民存款减少了近7000亿，在我看来也属于正常水准。

同样参照历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2019年4月住户存款减少了6248亿元；

2018年4月住户存款减少1.32万亿元；

2017年4月住户存款减少1.22万亿元。

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年4月，个人存款的减少与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密切相关，本就
属于正常现象。

再者说，4月份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潮，居民买房买车等
报复性消费潮，对于住户存款降低都有一定影响，但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从人民币存款余额整体增量来看，4月份实际的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27万亿，其中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也增加了8571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指证券、基金、保险等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存款增
加，意味着银行存款向资本市场的流动。尤其是自4月起，股市回暖，赚钱效应虽
然很弱，但是不妨碍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抄底。

综合来看，4月份住户存款减少近7000亿元，也属于正常的现象。一方面真的属于
大家“报复性消费”，另一方面，很多人将存在银行的资金腾挪向预期收益更高的
股市、基金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投资。

股市419是怎么来的

1股市419是指1990年4月19日中国股票市场遭遇暴跌事件。2这个事件的原因有很
多，主要包括1989年中国政局动荡，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还有当时无序
的股市交易方式和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3这个事件给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
了一定的冲击和警示作用，也促使了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加强和改革。

好了，本文到此结束，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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