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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股市有哪些A股指数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的股票指数，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始发布。该股票指数
的样本为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票，其中新上市的股票在挂牌

的第二天纳入股票指数的计算范围。该股票指数的权数为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由于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分，其流通量与总股本并不一致，所以

总股本较大的股票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就较大，上证指数常常就成为机构大户造市的
工具，使股票指数的走势与大部分股票的涨跌相背离。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的

发布几乎是和股票行情的变化相同步的，它是我国股民和证券从业人员研判股票价
格变化趋势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

系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的股票指数，1991年4月3日为基期。该股票指数的计算
方法基本与上证指数相同，其样本为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票，权数
为股票的总股本。由于以所有挂牌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代表代表性非常广泛，且
它与深圳股市的行情同步发布，它是股民和证券从业人员研判深圳股市股票价

格变化趋势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在前些年，由于深圳证券所的股票交投不如上海
证交所那么活跃，深圳证券交易所现已改变了股票指数的编制方法，采用成份股指

数，其中只有40只股票入选并于1995年5月开始发布。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存着
两个股票指数，一个是老指数深圳综合指数，一个是现在的成份股指数，但从

最近三年来的运行势态来看，两个指数间的区别并不是特别明显。

什么是上证180指数?上海证券交易所于7月1日正式对外发布的上证180(行情

资讯)指数，是用以取代原来的上证30指数。新编制的上证180指数的样本数量扩
大到180家，入选的个股均是一些规模大、流动性好、行业代表性强的股

票。该指数不仅在编制方法的科学性、成分选择的代表性和成分的公开性上有所突
破，同时也恢复和提升了成分指数的市场代表性，从而能更全面地反映股价的走

势。统计表明，上证180指数的流通市值占到沪市流通市值的50%，成交金额占比
也达到47%。它的推出，将有利于推出指数化投资，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并促进
市场对“蓝筹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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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沪深300指数?沪深300指数是由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300只A股作为
样本编制而成的成份股指数。

沪深300指数样本覆盖了沪深市场六成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沪深
300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第一次联合发布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它的
推出，丰富了市场现有的指数体系，增加了一项用于观察市场走势的指标，有利于
投资者全面把握市场运行状况，也进一步为指数投资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

风险揭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
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如自行操作，
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二、中国股市一共来了几次牛市，分别年份是谢谢

中国股市一共来了十一次牛市，分别为：

第一次牛市：1990年12月19日~1992年5月26日（96.05~1429）（一年半后，1
380%）；

第一次熊市：1992年5月26日~1992年11月17日（1429~386）（半年时间，-73
%）；

第二次牛市：1992年11月17日~1993年2月16日（386~1558）（三个月后，30
3%）；

第二次熊市：1993年2月16日~1994年7月29日（1558~325）（17个月，-79%
）；

第三次牛市：1994年7月29日~1994年9月13日（325~1052）（一个半月，223
%）；

第三次熊市：1994年9月13日~1995年5月17日（1052~577点）（八个月，-45
%）；

第四次牛市：1995年5月18日~1995年5月22日（582~926）（三天，59%）；

第四次熊市：1995年5月22日~1996年1月19日（926~512）（八个月，-45%）
；

                                    2 / 5



智行理财网
中国股市简介？中国不会再有牛市了

第五次牛市：1996年1月19日~1997年5月12日（512~1510）（17个月，194%
）；

第五次熊市：1997年5月12日~1999年5月18日（1510~1025）（两年，-33%）
；

第六次牛市：1999年5月19日~2001年6月14日（1047~2245）（两年多，114%
）；

第六次熊市：2001年6月14日~2005年6月6日（2245~998）（四年多，-55.5%
）；

第七次牛市：2005年6月6日~2007年10月16日（998~6124）（两年半，513%
）；

第七次熊市：2007年10月16日~2008年10月28日（6124~1664）（一年，-73
%）；

第八次牛市：2008年10月28日~2009年8月4日（1664~3478）（九个多月，10
9%）；

第八次熊市：2009年8月4日~2012年12月4日（3478~1949）（三年多，-39%
）；

第九次牛市：2012年12月4日~2013年2月18日（1949~2444，23.56%）；

第九次熊市：2013年2月18日~2013年6月25日（2444~1849）（四个多月，-19
%）；

第十次牛市：2013年6月25日~2013年9月12日（1849~2270）（两个多月，15
%）；

第十次熊市：2013年9月12日~2014年3月12日（2270~1974）（六个月，-11%
）；

第十一次牛市：2014年3月12日~2015年6月12日（1974~5166）（一年三个月
，162%）；

第十一次熊市：2015年6月12日~迄今（5166-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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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股市什么时候开始的

1、1914年底，北京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当时孙中山先生觉得创设交易所
，可以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经与倾向革命的上海工商界诸大佬商议后，决定发起
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委托张静江和蒋介石等人具体操办，并成立秘密组织“
协进社”，专职开展筹备工作。

2、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将拟具的申请开办交易所呈文，报请北京政府农
商部核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最终在1920年2月得到了农商部正式颁发的营业执
照。

3、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正式
开业，由虞洽卿出任理事长，交易物品有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
油类、皮毛等。当时孙中山先生虽身在广州，但仍寄来“倡盛实业，兴吾中华”题
词，以志祝贺。

4、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虽历时不长，但作为我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其历史
意义非同凡响。

5、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复杂过程，正是以股票为标
志性发端，证券史的源头正是体现在股票上。

6、随着时代的发展，股票的定义也有了变化。如今，股票是股份公司发行的所有
权凭证，也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凭证并借以取得股息
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

7、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多为国民经济支柱企业、重点企业、基础行业企业
和高新科技企业。

8、深圳证券交易所：分为中小企业版，创业版。

9、与美国股市相比，中国股市仍然处于成长阶段。从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
易所试营业到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再到2009年10月30日，中
国创业板正式上市。新中国股市的历史不过短短30年时间。1811年经纪人签署《
梧桐树协议》，之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运营，美国股市正式诞生，至今美国
股市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10、中国股票市场仍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追赶上美国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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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股市最高点是哪一年

1、股票最高点是2007年。上证指数2007年10月16日触及6124点的精确时间是上
午10:03。

2、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简称：上证指数、上证综指、上证综合、沪综
指或沪指），代号SHA：000001，自1991年7月15日起正式发布，是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要的综合股价指数，反应挂牌股票总体走势的统计指标。

五、中国股市发展历程和现实意义

中国股市不断成熟，有利于增加居民投资的渠道，丰富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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