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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股票贵不贵|如何判断某个股票是否值得买-
股识吧

一、怎样判断一只股票是值得投资的?

1、消费垄断型企业，例如医药、饮料、金融、超市（商业）等行业。
2、公司产品简单、易懂、前景看好。
3、有稳定的经营历史，最少需要有五年以上的经营历史。
4、管理层理性、忠诚，以股东的利益为先。
5、财务稳健，自由现金流量充裕（现金流就是公司的血液）。
6、经营效率高，收益好。
每股收益每年增长的公司肯定是一家好公司。
7、资本支出少，成本控制能力较强。
严控三项管理费用和成本支出的公司，无疑是一家盈利的高手。
8、流通盘较小的中小盘股。
9、市盈率较低。
不是任何时候都应该买进股票，而是耐心等待市盈率很低的时候买进，然后中线持
有。

二、如何从财务报表中看出股票的投资价值

首先你把自己当老板，看看公司的现金流，负债，赚钱能力，毛利率，净利率，应
收应付，库存⋯⋯财务报表只是起点，公司的底子好只是基础，还要研究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护城河、行业趋势与天花板以及管理层等等。

三、一个菜鸟问题，买股票的时候，低价是如何定位的?比如说
今天某股票的开盘价是5.20，那我得花多少钱买进呢

低位是相对于价值而言的。
比如一支钢笔卖1000块你就会觉得它卖得贵。
但是如果一辆宝马卖1000块你就会觉得它太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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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单从价格上定高低，因为它们对应的价值是不同的。
比如TCL卖5块一股就可能是太贵了，而贵州茅台卖20块一股也可能是太便宜了。

四、如何判断某个股票是否值得买

经常听到有股民朋友抱怨，很难判断某个股票是否值得买，实际上，这是股民朋友
对股票的实质认识不够，以股票的实质为基础，以G招行为例子，给大家举例说明
一种估值方法，希望能对大家有启迪，不再盲目投资。
（以下招行只是举例，不构成投资建议）1、本质上讲，股票是一种投资行为，购
买者在当前付出资金给上市公司，以期望上市公司日后赚钱后加倍返还红利，获得
收益。
从根本上来看，买股票和将钱以某种利率借给别人是一样的，不同的仅是投资过程
中两个基本要素：‘收益’和‘风险’的取值不同。
2、股票市场是有效的，证券的价格通常反映了投资者在考虑证券价值时所能得到
的全部信息。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有效性是动态的，是通过投资者不断对股票进行研究，修正
错误定价来实现的。
好，现在来看招行，根据过去几年其净资产收益率为16%，考虑到：招行已发展到
一定规模，可享受规模带来的效益；
招行具有一定品牌优势；
我国经济非常有可能在未来5年内以接近目前速度发展，我们设定招行未来5年的年
净资产收益率为18%，在这种情况下，投资1RMB给招行，3年内的平均收益为(1.18
*1.18*1.18-1)/3=21.4%，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益，由于股票市场是有效的，投资
者都认识到这个好处，就都来投钱给招行（买招行的股票），导致招行股票上升，
投资收益下降，直到一个平衡点（风险和收益）出现。
招行的股价是7.4RMB，其净资产为2.64RMB，也就是投资者花2.8（市净率）RMB
，可以拥有净资产1RMB的权利。
如此，以7.4RMB购买招行股票，类似于投钱给招行，以获得年收益—21.4%/2.8=7.6
%。
现在，‘购买招行股票是否有利可图’的问题，就转换为，‘向招行投资三年，然
后每年有7.6%的收益，到期获得本金和利息，是否有利可图’的问题，由于招行经
营稳定，年7.6%的收益，90%以上有保障，因此‘向招行投资三年，然后每年有7.6
%的收益，到期获得本金和利息’，是有利可图的行为，由此现在购买招行股票是
有利可图的。
(上面的分析中为何要设‘5年的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8%’，而不是设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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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判断一个股票是否有投资价值

首先在业绩面上要有支撑点，资金量要足够大。
选股要好，再者在A股理念中涉及面要比较广，例如涉及雄安，大湾区等国家政策
的股票就走势比较好。
目前港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更加重要的是自身的投资理念要深刻不动摇，立足基本面之后耐心持股。
正如应该作家狄更斯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还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
祝君投资顺利。

六、股票848买成本8484保本8496万三贵不贵怎样算

手续费万三是比较低的

七、怎样确定一支股票的内在价值？

股票内在价值 决定股票市场长期波动趋势的是内在价值，但现实生活中股票市场
中短期的波动幅度往往会超过同一时期内价值的提高幅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价格对于价值的偏离呢？投资者预期是中短期股票价格波动
的决定性因素。
在投资者预期的影响下，股票市场会自发形成一个正反馈过程。
股票价格的不断上升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及期望，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
，推动股票价格进一步上升，并促使这一循环过程继续进行下去。
并且这个反馈过程是无法自我纠正的，循环过程的结束需要由外力来打破。
近期的A股市场正是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不断上升的。
本轮上升趋势的初始催化因素是价值低估和股权分置改革，但随着A股市场估值水
平的不断提高，投资者乐观预期已经成为当前A股市场不断上涨的主要动力。
之前，对于A股市场总体偏高的疑虑曾经引发了关于资产泡沫的讨论，并导致了股
票市场的振荡。
股票的内在价值是指股票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
它是股票的真实价值，也叫理论价值。
股票的未来现金流入包括两部分：每期预期股利出售时得到的收入。
股票的内在价值由一系列股利和将来出售时售价的现值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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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模型有： A.现金流贴现模型 B.内部收益率模型
C.零增长模型 D.不变增长模型 E.市盈率估价模型 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
（一）贴现现金流模型 贴现现金流模型（基本模型
贴现现金流模型是运用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来决定普通股票的内在价值的。
按照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任何资产的内在价值是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
来时期中所接受的现金流决定的。
一种资产的内在价值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
1、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如下：
(Dt：在未来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票的股利
k：在一定风险程度下现金流的合适的贴现率 V：股票的内在价值)净现值等于内在
价值与成本之差，即NPV=V－P其中：P在t＝0时购买股票的成本 如果NPV＞0，意
味着所有预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之和大于投资成本，即这种股票价格被低估，因此
购买这种股票可行。
如果NPV＜0，意味着所有预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之和小于投资成本，即这种股票
价格被高估，因此不可购买这种股票。
通常可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证券市场线来计算各证券的预期收益率。
并将此预期收益率作为计算内在价值的贴现率。
1、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就是使投资净现值等于零的贴现率。
(Dt：在未来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票的股利 k*：内部收益率
P：股票买入价) 由此方程可以解出内部收益率k*。
（二）零增长模型 1、假定股利增长率等于0，即Dt=D0(1+g)tt=1，2，┅┅，则由
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得： P=D0/k&lt；
BR&gt；
&lt；
BR&gt；
2、内部收益率k*=D0/P （三）不变增长模型

八、如何分析股票有没有投资价值

分析股票有没有投资价值，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财务状况， 2、产业前景，
3、政策扶持力度， 4、企业目标， 5、企业信誉， 6、机构介入， 7、国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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