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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盈率高市净率低

市盈率：当前每股市场价格/每股税后利润 市净率：当前每股市场价格/每股净资产
这两个数值理论上来说，越小越安全。
分别代表了你投资该股票的收益与权益。
估值的话，首先要同业比较。
比如钢铁板块，目前平均市盈率在15倍~20倍左右，市净率2倍左右。
八一钢铁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偏高。
然后再概念比较，因为八一钢铁有并购题材，那么可以再适当高估一些，即便给予
25倍市盈率，股价也应该接近或者超过7元。
市盈率、市净率只是投资的参考指标。
如果投资就要参考这些。
做波段可不管这些，有的市盈率很大，还在疯涨。
市盈率是动态的。
对波段操作来说意义不大。
市盈率在20--40为合理。
低于20投资价值较高。
高位没法说，比如601111 市盈率825。

二、为什么市盈率那么低，市净率却偏高

今天上午收盘10.76，半年报显示每股收益1分，这样预计全年收益是2分（因为是预
计数，所以称动态市盈率），市盈率=10.76/0.02=538，就是这么来的。
市净率是因为他的每股净资产挺高，有3.24元那么多，所以市净率=10.76/3.24=3.32
，就是这么回事儿。

三、为什么低市盈率更有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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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市盈率股票说明它的价值低估，迟早要回到它的合理估值区间去，所以更值得投
资，风险相对较小。

四、为什么市净率越低越好？

这是从现在对它投资的角度来说的，市净率越低，说明越具有投资价值！！因为股
价相对是被低估的。

五、为什么我国银行业的市净率普遍这么低？详细点的分析。

1中国人短线持有的投资习惯2银行持续融资，即股票供给持续增加3由于缺乏信心
、官僚作风等原因，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即资金供给不足4境内
外机构恶意唱空、做空中国经济，以邪恶的、更多的获取利润但目前，随着经济的
企稳、养老金投资政策的逐步出台、优先股政策的即将推出、价值投资理念的逐步
形成，最关键的是银行变态的低市盈率、低市净率、高分红率等等都决定了银行板
块处于历史性的大底。
如果你相信历史规律，就去看看美国、香港银行股的历史走势，会让你更清醒些。

六、为什么现在中国股市上银行股的市净率那么低了但是还是

你现在在用什么方式支付？还在用现金吗？需要钱的时候你会去银行贷款吗？虽然
目前网络上的小额贷款乱象丛生，但这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模式，去现金化时代的
脚步已经临近，贷款也不再是银行的专属，那么他们在传统盈利模式受到冲击下有
什么办法呢？至少到目前尚未看到，因此，虽然市净率低但大多数人都不看好银行
股的未来，更何况银行股本身还存在一直有争议的坏账问题，因此该版块不符合目
前的主流-价值投资，死是不会的，但要涨很难

七、为什么股票中的市净率越低风险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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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例
！价格越高，收益越低，市盈率越高，当然风险就越高了！反之，价格低，而收益
高，市盈率就低了，风险当然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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