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
次牛

市

第
五
次
回
头

第七
次牛

市

第三
次牛

市

经济新闻 投资

2015年3月26日 星期四 统筹：杨莹 见习编辑：李记波 美编：王小羽 校对：一广 AA07

这几天把A股当提款机了吧？
小心点儿，看看大牛市咋回头

昨日沪指止步十连阳 银行股跌幅居前

现在新进场的8090后小鲜肉肯定是把A股当提款机了。
也许，A股还会继续向上冲，上4000、上5000、上6000。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股市有涨就有跌，牛市总有到头的时候，那么这些小鲜肉们，你们最好还是知道我国历史上的
牛市都是怎么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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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沪深两市股指低开，沪指低开震荡调整，终结十连涨，盘中一度翻红，最高
上探3693.15点，最低下探3634.56点，震幅近2%，深成指低开震荡盘整，创业板高开
震荡走高，盘中最高上探2405.56点，再创历史新高，站上2400点关口，两市成交超
1.2万亿。连续7天成交过万亿。从盘面上看，交运设备、智能家居、3D打印、次新
股、天津自贸、福建自贸等板块涨幅居前，钢铁、民航机场、电力、银行、核能核电等
板块跌幅居前。

其实A股的牛市大多都是由政策和资金面引爆的，这次也不例外，资金面是
突然降息导致的资金流入，政策是国家反腐、一路一带等的各种改革。同样的，
牛市也大多由资金面和政策的改变而终结，尤其是中国股市的早期。再看看这
次的牛市，资金源源不断，各大主力轮番站台。但股市有涨就有跌，投资者仍需
谨慎。 综合和讯、新财

1990.12.19至
1992.5.26

96.05~1429
涨幅

1487.8%
1990 年 12 月

19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成立，一年内仅有
8只股票，人称老八
股,沪指从1990年
12月开始计点，一
路上扬，造就了第一
次牛市。1992年5
月21日，上证所取
消涨停板，将牛市推
至顶峰。

1992.11.17至
1993.2.16

386.85~
1558.95

涨幅301%
1992年，邓小平

南巡，而他讲话里最
重要的是“坚决
地试”这四个
字。第二轮牛
市启动。3 个
月内快速上涨，
涨 幅 达 到 了
301%。

1994.7.29至
1994.9.13

325.89~
1052.94
涨幅

224.4%
1994年7

月 30 日，人民
日报发表证监
会与国务院有
关部门出台的
三 大 救 市 措
施。一个月时
间，股指涨幅超
过200%，高达
到1052点。

1995.5.18至
1995.5.22

582.89~
926.41

涨幅60.5%
第四次牛市

仅3个交易日，是
A股历史上最短的
一次牛市，股指从
582.89点涨到了
926.41点。

1996.1.19至
1997.5.12

512.03~
1510.18
涨幅

194.5%
经过连续的

下跌，管理层被
迫停发新股，而
政策也开始偏
暖，各路资金也
开始对优质股票
进行井井有条的
建仓。第五次牛
市启动,火爆行
情非同寻常。

1999.5.19至
2001.6.14

1047.83~
2245.44
涨幅

114.3%
第六次牛市

俗称5·19 行情。
由于监管层容许
三类企业入市，投
资者踊跃入市。
网络概念股盛极
一时。

2005.6.6至
2007.10.16

998.23~
6124.04
涨幅

513.5%
第七次牛

市 起 点 来 自
2005 年 5 月
股权分置改革
启动，开放式基
金，大量发行人
民币升值预期
带来的境内资
金流动性过剩，
资金全面杀入
市场。

1992.5.26至
1992.11.17

1429.01~
386.85

跌幅73%
1992年8月9

日、10日，深圳新股
认购抽签表发行了，
但发生了当时震惊全
国的8·10风波，刺
激沪深两市大幅下
挫。为加强对证券
市场的管理，1992
年10月中国证监会
成立。这次熊市仅
仅持续了半年时间。

1993.2.16至
1994.7.29

1558.95~
325.89

跌幅79%
1992年开始，

新股发行大幅扩
容。1992年深沪两
地上市公司有 54
家，1993 年有 177
家，1994年有287
家；第二次熊市来
临。沪指在 1994
年 3 月 10 日击破
700点，4个月跌到
全年最低325点。

1994.9.13 至
1995.5.17

1052.94~
577.14

跌幅48%
1993 年

至1995年，我
国为了推荐与
大力发展国债
市场，开始了国
债期货市场，立
即吸引了几乎
90%的资金，
股市则持续下
跌 。 到 1995
年 5 月 17 日，
股指已经回到
577 点，跌幅
接近50%。

1995.5.22至
1996.1.19

926.41~512.83

跌幅45%
短暂的第三次

牛市过后，股市重新
下跌，第四次熊市来
临。这一年，沪深股
市废除T+0制度，
实行T+1，以抑制投
机，沪指再下一城。

1997.5.12至
1999.5.18

1510.18~
1047.83

跌幅31%
1997年5

月10日印花税
由千三上调至
千五，第五次熊
市开启。

2001.6.14至
2005.6.6

2245.43~
998.23

跌幅56%
2001 年 上 半

年，沪指突破2000
点，这让当时的中国
股民为之欢呼雀
跃。然而在国有股
市价减持的消息冲
击下，2000点很快
成为中国股票市场
的险峰，从此之后，
我们经历了长达4
年多的调整，指数拦
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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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7至
2008.10.28

6124.04~
1664.93

跌幅73%
2007 年

10月16日见到
6124点的历史
高点后，在基金
暂停发行，美国
次贷危机和大
小非减持等利
空的影响下，
引发了第七次
熊市，在下跌
过程中一个个
整数关口被轻
易突破，直到
1664 点止跌，
这是绝大多数
股民印象最深
刻、损失最惨重
的一次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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