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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市中短周期和长周期是什么意思

短周期就是以日均线为主，一般指两三天到三周以内的，中周期是两三周到两三个
月，长周期是指两三个月到两三年的称之为长周期，如果但看均线分类的话，一般
来说短周期看日线，长周期看月线，你可以以30日线和30月线来区分。均线指标实
际上是移动平均线指标的简称。由于该指标是反映价格运行趋势的重要指标，其运
行趋势一旦形成，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趋势运行所形成的高点或低点又分别
具有阻挡或支撑作用，因此均线指标所在的点位往往是十分重要的支撑或阻力位，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买进或卖出的有利时机，均线系统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二、股市周期循环论的阶段有哪些呢

1年四个季度的股市分析，班门弄斧，简单总结下历史。总结历史，才能更好的布
局未来。中国股市历年月分走势规律对1992年以来12年的月K线进行分析，从中可
以看到历年1-12月的涨跌概率：

从以上数据可见，一年中的2、3、4月均为上涨月份；而6月为分水岭，下跌的年
份逐渐上升，表明市场开始逐渐转弱；其中7、9、10三个月中下跌的年份最多，下
半年中仅11月是上涨概率相对较大的月份，随后的12月大多为全年最弱的月份。从
1992年以来的月度涨跌幅看，1、2、3、4、6、8、11、12月的月均涨幅为正，涨
幅最大的月份在8月，为12.7％；第四季度涨幅几乎为零，11月作为上涨概率较大
的月份，涨幅较为有限，表现为弱势反弹月。12月虽然是全年中下跌概率较大的月
份，但其平均涨幅达到3％，表明12月尽管走势较弱，但总体上下跌幅度有限。从
反映交易活跃程度的两项指标换手率和月度成交金额看，2至6月成交金额逐步放大
，6月是全年成交额最大的月份，随后成交额逐步减少，四季度成交额最低。至来
年1月，成交额有所放大，这与1月资金开始回流股市有一定关系。从换手率看，3
、4、6月换手率较高，8月最高，1、2月最低。从1992年以来市场的月度涨跌、成
交量和换手率的变化的统计看，上半年的行情多好于下半年，6月是市场开始由强
转弱的月份，但高点出现在8月份的概率也较大。从资金流向来看，6月之后资金逐
步离场，至来年1月开始回流市场，而市场也在资金的流入下逐步转暖。资金流动
方向的出现与形成与资金年底的结帐是有相当关系的。当然，市场的月度走势也与
当时市场所处的阶段也密切相关，如市场是平衡市、牛市还是调整市，均使月度走
势产生一定的偏离，但方向不改。

一般而言，由于资金的年底结帐，资金入市的愿望较低，但为来年的准备已展开，
且12月尽管下跌的概率较大，但下跌幅度并不大，而至来年1、2月份资金的回流，
市场则逐步走强，表明12月、1月应是逢低吸纳的月份。另外，我们还应关注“1月
效应”，即1月走势对全年的走势具有相当的指导效应，1月收阳全年收阳，1月收
阴全年收阴。因为1月是一年中成交最清淡的月份，而主动和自然形成的买盘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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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走势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国内股市从1992年至2008年11年中，除1996、19
98和1999年3年外，其余的8年时间存在“1月效应”，上述不具有此效应的3年，
市场处于牛市之中，应是较旺的市场人气占了优势。而具有此效应的年份占统计年
份的的73％，表明国内股市也存在“1月效应”。

有人统计过过去十年里，国庆长假之后首个交易周大盘的走势，发现除05年和08
年处于熊市下跌之外，国庆节后A股一般都会给投资者发个大大小小的“红包”。
而又有人统计过节前与节后两段时间容易发生“同涨同跌”，相同走势的持续性较
高。

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曰：春华秋实。

于是，很多投资者便把自然规律引进了股市，结果总是不能如愿。“春生”是不错
的，每年春天，股市都有行情，但是“夏长”则“长”（涨）得很不充分，每逢春
夏之交，行就到头了。“秋收”时，股市却一派萧瑟，人们望着逝去的“辉煌”，
耿耿于怀，迟迟不忍下手“收割”。而到了“冬藏”时分，股市早已跌得“鼻青脸
肿”，有厚利的机构没有利可“藏”，而股民早已无利可“藏”，只能藏一堆套牢
的股票。

其实，股市有着与自然界不同的规律，在我看来，应是冬播、春生、夏收、秋游，
周而复始。冬播：由于中国财务体制的需要，上市公司年终要现金结账，借债的机
构要还债，获利的人们普遍想了结，满市场的人都在说“二级市场风险很大”、“
股市还要跌”。试想，人人都想“冬藏”，哪来那么多的人民币让你“藏”？此时
，市场的成交量必然极度萎缩，人气悲观。但是，有人民币的人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冬播”——拣“割肉盘”、“地摊价”。也许有人会问：“套牢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第一，存银行要“套”1年，只能获利1.8%，而股市“冬播”，只要
做到“手中有股，心中无股”，作好“套”三个月或半年的准备，就可稳获利18%
，是银行利息的10倍，比一级市场还“丰厚”。第二，买“套”时所选的股，不能
是当年风光的热点，而必须是全年的“冰点”、小盘、上一年年报业绩好，而本年
的中报业绩差的股，次年必有飙升的机会。第三，年末买“套”，次年中必有构筑
长长的上影线（熊市中亦如此）的机会，总有几天可顺顺当当地把“地摊价”买来
的股票，以“精品商厦”价抛出去。当然，敢“冬播”的人，必须在气势汹汹的“
跌市”中有“拼死吃河豚”的反潮流勇气。在9月10日－11月17日，1756－1427
点的单边下跌中，没有理由不去“冬播”。问题在于，“冬播”后股市还跌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是，“冬播”后就回去睡觉，或者另选一件事情干干，不去看盘。

春生：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股市中的各路大军，揣着新年的创利目标，欢欢
喜喜地开始播种——买股票。不然，财政部怎么完成年度印花税收入指标？几千家
券商营业网点怎么撑得起豪华的门面？上市公司到哪里去直接融资（发新股、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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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配股）？国有股配售给谁？数以千计的机构靠什么完成年盈利计划？投资基
金拿什么向投资人分红利？但是，当人人都拿着大把的人民币想在春天买股票时，
便宜货自然就买不到，“割肉盘”都缩了回去，要买就只能拉高吃，“盖帽”打，
建仓的成本肯定不低，还须时时担心“冬播”的人把盘子砸下来。于是，高成本持
股的机构就会编造“朦胧”利好，炮制题材、热点，大造舆论，急欲把指数推高，
快速脱离自己的“成本区”。这样，股市的“春生”，比之自然界的“春生”的周
期短得多，长（涨）势猛得多。往往还没等到“夏收”时节，只是在春夏之交（5
、6月份），股市一年行情已“生”（升）到尽头（如1995年5月22日的927点，1
997年5月12日的1510点，1998年6月4日的1422点，1999年6月30日的1756点便
是当年的顶峰了）。

夏收：按理，7、8月份应是生物长势最好的时节，但是，股市的夏天，是很少有
“夏长”（涨）的，往往是在高位波浪式地横盘，市场却在等待“盘整蓄势，再创
新高”。岂知，主力已利用横盘，将提前拉高的、相当于指数一倍涨幅的翻倍个股
，压低获利出逃。因此，中国股市中没有“夏长”。对于“冬播”的人而言，只种
“单季稻”就行了，不种“双季稻”。能春夏之交收固然好，夏天收不错。

秋游：由于大主力已提前将原本在“秋收”的活在夏天做完，所以，本来9－10月
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股市上却变得空闲起来。当后知后觉的中小机构在幡然醒悟
后想到了“秋收”时，股市已一跌再跌，只能“歉收”（让利），而此时中小投资
者都已经没得“收”，而只能“割”（割肉）了，遂导致了股市年年秋季单边下挫
，今年就创了历史纪录，连续14天单边下挫，使千千万万指望“秋收”的人希望成
灰。在我看来，对“冬播”的人来说，在历经春生、夏收之后，秋季应该去秋游，
所化的旅游费，会远远少于割肉损失费。

随后，当满街都在叫机构要“冬藏”、“冬眠”（结账）时，理性投资者的新一轮
“播”又可开始。“冬播、春生、夏收、秋游”的操作法，与存银行一样安全，且
获利达10倍以上，这就是人谓“风险很大”的中国股票二级市场中的“无风险盈利
法”或成为股市赢家的“法门”。按此，股市投资，远甚于360行的其他各行。

不同季节有着不同行业的巅峰。在股市也是一样板块的轮动很快，热点的变动很快
，想要在不同的行情不同的时间内去捕捉到不一样的行情就要学会去寻找对应的股
票。两者相结合，理性的操作，耐心的持有，果断的出货。做到知行合一。坚持下
去胜利就会到来。

三、股票周期天数怎么算

1、1股票周期天数是按照股票交易的时间来计算的，通常是以交易日为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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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股票市场有交易日和非交易日之分，考虑到非交易日不计算在内，周期天数
一般是按照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来计算的。

3、例如，如果两个交易日之间有三个非交易日，那么这两个交易日之间的周期天
数就为五天。

4、3需要注意的是，股票周期天数还与周期的定义有关，不同定义的周期天数可
能会不同。

5、一般来说，周期的定义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自行确定。

四、股市中多周期共振是什么意思

1、时间周期和价格同时达到某一值。

2、比如M1105在XX日达到了3000，而XX日是个周期日（比如非波拉锲周期），
而3000价格是个特殊点（比如长期压力点或者长期支撑点），这就是一个时空共振
。

3、这个例子是单个点位的时空共振，尤其可以类推到某一时间段和某一价格区间
的时空共振。

五、股市常规周期图和涨跌周期图有什么区别

涨跌周期图和常规周期图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K线图上的表现有所不同，
其他都是一样的。

1、主要的含义不同。常规周期图，指股票市场长期升势与长期跌势更替出现、不
断循环反复的过程。涨跌周期图，连续上涨（下跌）的放在一根k线上，这样涨跌
周期图比常规周期图更直观一些。

2、观察时长不同。长期观察业绩等需用常规周期图。短期操作需在意涨跌周期图
。

3、影响不同。常规周期图，通过日月均线进行分析，涨跌周期参考意义不大。涨
跌周期图把涨跌的节奏与多空的力量比较直观的展现，而且过滤了一些其他因素的
影响。扩展资料：股市周期性运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股市周期性
运动是指股市长期基本大势的趋势更替，不是指短期内股价指数的涨跌变化。股市
每日有涨有跌，构成了股市周期性运动的基础，但不能代表股市周期。2、股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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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运动是指股市整体趋于一致的运动，而不是指个别股票、个别板块的逆势运动
。3、股市周期性运动是指基本大势的反转或逆转，而不是指股价指数短期的或局
部的反弹或回调。

4、股市周期性运动是指股市在运动中性质的变化，即由牛市转为熊市或由熊市转
为牛市，而不是指股价指数单纯的数量变化。牛市和熊市的性质是不同的，但牛市
中也可能出现股价指数下跌的现象，而熊市中也可能存在股价指数上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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