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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把握股市的板块效应

股票市场中的板块效应实际上是由资本流动引起的圆盘效应。当主流资本流向一些
部门和股票时，这些部门和股票通常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经常耗尽活跃股票和
潜在股票。

因此，对资本流动的研究和判断，在分析市场趋势和把握个股机会方面都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把握股市的板块效应呢？

由于相同的特征或相同的主题，同一板块的股票有有机的联系。在市场运行中，这
种“板块结构”形成的“板块联动”必然会起起落落。所谓的板块是具有相同属性
的股票的集合。它是股票市场分割的结果，是股票分类的一种技术手段。

1.板块的旋转将基于国家和行业的最新发展、新的社会现象、新的国家政策、板块
的新主题以及主要力量对市场和政策的预测。不会有轮流排队的。

2.不同时间开始的板块具有不同的可持续性。一般来说，先启动板具有相对长的持
续时间和相对大的回弹能力，然后启动板具有相对弱的持续时间和强度，特别是在
后期，热点的突然启动可能是闪光。

3.在市场上升阶段抢占先机，通过盘面和成交量抢占热盘。一般来说，在上涨行情
的最上方，某个板块上有三只以上的股票，或者在一天的底部有三只以上的股票，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热点板块。

4.板旋转的传导。当热板旋转时，特别是在上升阶段，会有明显的传导现象，这将
驱动其他板移动。例如，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将推动活跃的建材、钢铁等行业。

5.当板块活跃时，将会有一个轮回的过程，但此时的持续时间和时间将会减弱，转
速将会加快。

6.在板块轮换的后期，这种轮换会增加投资者的操作难度，影响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并对市场反弹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板块效应是一个重要的市场现象，合格的专业交易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感
知和判断能力。不同的市场性质和背景有不同的板块旋转模式。只有在操作中把握
板块旋转的节奏，才能获得市场以外的利润。

二、股市为什么会有二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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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八定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的，因此又称帕累托
定律。帕累托之后有不少后来者不断研究这一定律，所以二八定律有很多称谓，譬
如叫巴莱特定律、朱伦法则、关键少数法等等。二八定律在经济学、社会学及管理
学等方面被普遍使用。

2、二八定律并不算是一个严谨的概率问题，而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等各
方面现象的大概统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3、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今世界经济的财富分配形式就是一个金字塔的分布形式
，也是一个二八现象，这一财富分配形式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所以它
体现在一切经济表现形式之中，譬如全球富裕国家数量、富有人口、大型企业数量
，以及金融市场财富分配等等都是如此。当然股市也不出例外。

4、为何会这样呢？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注重利润，注重追求剩余价值，注重财
富的累积。而财富又具有垄断效应，因为财富更易于掌控市场人才与技术优势，更
利于控制市场稀缺资源，所以社会的财富分配必然不平衡，容易出现垄断现象，因
此各国才会制定反垄断法以限制市场高度垄断的现象。

5、虽然有反垄断限制，但是依然无法避免全球财富的金字塔分布，所以二八现象
也在股市的财富分配中同样得以体现。

6、股市中的优良上市公司是少数的，这是由利润分配形式所决定的，优良上市公
司在股市中为少数，体现为二八现象，当然投资者的财富分配形式也是二八分配。

7、而从风险投资角度来讲，风险也是二八现象。股市中有80%的投资者只想赚钱
不控制风险，仅有20%的投资者考虑风控，结果是善于风控者获利。这就是风险与
收益的问题，多数人不善于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所以亏钱。

8、券商的80%佣金是来自于20%短线客的交易，股民的80%收益却来自于20%的
交易次数。这说明交易的频率非常重要，交易越频繁付出的成本越高，同时成功概
率会大幅下降，所以多数人亏钱，少数人赚钱。

9、股市中多数人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只有少数人认真系统地研究投资策略与交
易体系，所以盈利是少数人，也是二八现象。

10、中国股市中的机构资金无法撬动整体市场，所以只能有选择性地投资，因此
常常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不动，这也是股市中常说的二八现象。

11、股市各方面都可以拆解出二八定律，因此股市中的二八现象比较突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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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律，投资者就要尊重市场规律来投资，尽量规避投资中的误区。投资有的时
候并不是看自己水平有多高，而是在投资中少犯错，认清股市里的二八规律，会减
少股市投资中的不必要错误，会提高投资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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