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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股票为例看待证券交易市场、如何看待当前A股市
场-股识吧

一、如何看待中国的股票市场的发展？简要回答一下，谢了，急
~~~~

股票市场自诞生以来便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今此规律仍然不变，即，股市是一
个投机的天堂。
这并非贬义，在投机的博弈中，承载着股民的梦想和哀怨。
行政力量不应过度的左右市场，而应让其按自身的规律运行。
但，对在发展过程中的不符合游戏规则的现象，行政力量要对其加强监管和处罚，
使公众交易者和机构交易者能在同一游戏规则下进行博弈。
因此，中国股票市场要解决公众交易者做空的门槛问题，使公众交易者能够与机构
交易者和大户交易者拥有共同的交易条件。
至于扩容、分红、限价等等所谓价值投资的建议，则不利于股票市场的长期发展，
逻辑是：我买股票了，你国家就必须保证我盈利，必须让我分享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是泼皮无赖理论，哪个国家都不惯着这种主张，喝多了吧！！！！！

二、对于当前的股票市场，大家如何看待？

悲观的看法，从大盘4000点到大盘2700点，一直说的是有牛市，可是到现在依然毫
无起色，与其说对股市怎么看到，其实与你生活中息息相关，市场缺乏活力，泡沫
产业化，人民币贬值等，就是股市的反应，。
后市的话股市依然不看好。

三、怎么看待股市？

股市是个利益争夺目的性极强的市场。
就像海洋一样，它让有些人享受快乐，也让很多人遭遇悲哀。
关键是你的态度，好心态主宰沉浮，坏心态任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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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看待股票市场价格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太宽泛，股票也是商品，具备商品的属性。
股票的价值就是它所代表的资产价值。
股票的投资价值就是资产所具备的价值创造能力。
所以股票的价格始终围绕股票的价值在波动，几百的股价未必就是偏离高估，几块
的股价也未必就是低估，市盈低也不一定具备投资价值。
关键要看成长性如何，只有具备高增长能力，业务扩张能力强劲，资产的增值能力
才会显现出来。

五、论述一下如何看待股票市场中的投资于投机

我的吗啊，这个有也是我们今年试卷上的题目呀，我是投资111班级的，哈哈在股
票市场上既有投资，也有投机。
股票投机是指在股票市场上，短期买进或卖出一种或多种股票，以获取收益的经济
行为。
它是以获取较大收益为目的，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的。
因此，对待风险态度不同是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区别之一。
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他们购买股票一般希望获取稳定收益，本金又相对安全，而
投机者恰恰相反。
第二，从投资的时间长短来看，投资者着眼于长远利益，买入股票往往长期持有，
按期收取稳定的股息和资本增值，而投机者热衷于在短期的股价变动中获取价差收
益，因此买卖极其活跃。
第三，从分析方法看，投资者注重股票内在价值的分析和评价，常用基本分析法，
而投机者关心市场价格的变动，多用技术分析法。
股票市场，我是投机者，或者说，我是赚取差价的交易者。
我不认为这里的“投机”有任何的贬义，相反，这意味着我很清楚自己在这个市场
中的定位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也意味着我知道在这个市场中属于我的“奶酪
”或者说“蛋糕”在哪里。
关于股票市场的投资和投机概念，不仅市场中人，就是学术界都一直没有廓清它们
之间的异同。
我认为，这里的投资应该有广义 和狭义两种含义。
广义的投资包括狭义的投资和投机。
狭义的投资应该是这么一种行为，即买股票是为了获得上市公司每年所进行的利润
分配——分红派息，这部分收益在一定时期里是可以预期的，当然投资期也相对较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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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投机则是一种旨在赚取二级市场股票差价——资本利得的交易活动。
这种交易活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风险。
我不会满足于上市公司那几乎等同于银行存款利息的分红派息的，我也不可能通过
购买国有股来提高自己的收益率，我要赚的就是这种资本利得，我就是个投机者。
时下大家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都在探索盈利模式，其实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低买高
卖是赚取二级市场股票差价——资本利得的不二法门。
而投机趋势和波段运作则是投机的有效保证。
其实，投机的理念根植于价值投资的理念。
作为投资者，大多考虑的问题是以什么价格购买什么股票，而投机者则时刻在考虑
在什么时候、以什么价格、买卖什么股票的问题。
根据收益－风险的比例来确定自己的持股和持币的比例，根据资金量的大小在保证
流通性、变现性的前提下来构建自己的股票组合。
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客观的心态，开放的思维，而且还要求我们要有灵活的原则。
在这里，投机不只是一门科学，而更是一门艺术（或许只有这时，你才真正了解了
交易的内涵）。
除了投机的理念根植于投资的理念之外，投机者要有投机者的思维范式，也就是：
怎样看待市场，怎样看待股票价格的波动，怎样才能有效地赚取二级市场的股票差
价——资本利得。
投机者的思维方式中所要坚持的根本有二，即：（1）股票是一种所有权凭证；
（2）股票价格的波动和股票市场是“混沌”的而非“线性”的。
投机者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交易者，但不是过度的交易者。
投机者只做积极的交易以抓住市场所提供的机会（这包括当市场没有盈利的机会，
甚至风险大于收益之时，要果断清仓离场），而过度的交易是投机者所不为的。
如果把股市比作大海，对股票的投机则是一项冲浪运动。

六、如何看待股票市场的政策面技术面

什么时候买入股票 1、大盘相对低点时买入股票。
一般股民想在最低点买入股票，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即使做到也是偶然的），能
做到大盘相对低点，或者说是大盘处于低位，这时入市比较安全。
2、个股价位处于低位时买入股票。
3、证券营业部里投资者已稀稀拉拉时买入股票。
B、买什么股票 1、买有稳定业绩的绩优股。
买股票一定要看准股票业绩。
该买的股票业绩要稳定，千万不要买业绩大起大落的股票（业绩大起大落的股票适
于炒作，不适于工薪阶层投资）避免股票业绩下降，股价下降，深度套牢，难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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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2、买成长性好的高科技股。
这个前提既是高科技又具有成长性，否则，干脆不要买。
3、与左邻右舍相比较，属于价位相对低的股票。
如有几个股票行业性质相同，业绩差不多，盘子基本相同，而其中一只价位偏低，
市盈率低，那么这个股票可以介入。
总之，买股票要再三考虑、分批建仓。
当在大盘低迷时，某股票业绩稳定，价位低的股票就可开始分散分批建仓。
C、什么时候卖出股票 1、自己设定一个盈利点。
如盈利20％出局，假如某一股票10元，该股票涨到12元多一点即可卖出。
2、自己设定一个止损点。
如亏损8-10％卖出。
3、当大盘进入某一高位时，当证券市场里人头济济时，就应该卖出。
4、卖出时要果断

七、你怎么看待股市？

悲观的看法，从大盘4000点到大盘2700点，一直说的是有牛市，可是到现在依然毫
无起色，与其说对股市怎么看到，其实与你生活中息息相关，市场缺乏活力，泡沫
产业化，人民币贬值等，就是股市的反应，。
后市的话股市依然不看好。

八、怎样看待证券市场，我的一点看法

第一个特点就是市场结构不均衡。
第二个特点就是市场运作不规范。
第三个特点就是机构投资者队伍偏小，在市场上所占比重不够大。

九、如何看待当前A股市场

当前A股市场属于国家利好政策刺激才能上涨不具有价值投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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