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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股票价值是否高估.能否说明一下，怎么判断一支
股票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股识吧

一、怎么判断市价是被高估还是低估了

这个有绝对估值与相对估值之分，绝对估值就是依据各种假设，计算公司值多少钱
，然后跟总市值比较。
相对估值常用的就是PE、PB，总市值跟股东权益比，实际上就是PB，跟总资产比
没有意义。

二、如何判断一支股票的价值被低估？

1. 其实判断一只股票到底值多少钱，在市场上有很多版本
.并且在不同阶段，估值也不一样 ,熊市中普遍低估，牛市中普遍高估 .一般来讲，
运用市盈率、市净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来综合判断股票的价
值，比较通用 ,市盈率=每股股价/每股盈利 ,市盈率表明如果上市公司维持现在盈利
水平，投资者在股票上投入的资金多少年内可以赎回。
2. 从理论上讲，股票的市盈率越低，投资价值越大
.一般成熟股市市盈率在15-20倍左右 ,而新兴市场可以在30倍甚至4、50倍,以我国股
市为例，股指在1000点时，平均市盈率仅为17倍，考虑到A股含权（股改送股等）
，市盈率仅为13倍。
个别蓝筹股市盈率仅为10倍左右，甚至更低。
3. 当时一些钢铁股市盈率仅为3、4倍。
股价跌破净资产的多如牛毛。
这时股市里遍地是黄金，可惜由于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没有几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一
点，一些黑嘴还在拼命唱空中国股市。
那个谢百三明显是个喉舌，或者是个狗屁教授。
高呼三年内没有牛市。
金融界一个著名高手高呼大盘跌到800点，地球照样转。
4. 当然了，随着牛市的不断深入，股票价值的不断挖掘，目前被低估的股票几乎不
存在了。
只能找一些相对被低估的来进行操作。
按照我国股市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当平均市盈率在60倍左右时，极有可能成为历
史大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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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平均市盈率为40余倍（静态），动态市盈率为30余倍。
那么，如果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60倍，则股指还能翻番！
也就是说，上证指数极有可能达到8000点的水平！甚至10000点。
5. 另外，判断股票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是市净率 ，市净率=每股股价/每股净资产
在成熟市场，市净率一般为2倍左右，在新兴市场，可以达到3-4倍的水平
，高成长股甚至可以达到6倍
，但市净率在5-6倍以上风险是很大的，要有清醒的认识。
关键的是做中长线投资，还要关注该公司的主营业务增长和净利润增长，一般来讲
，年增长速度平均在30%以上的可以作为长线投资品种。

三、股票的内在价值怎么计算，怎么看股票是否高估！

内在价值的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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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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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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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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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式
假定股利永远按不变的增长率g增长，则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得：
2.内部收益率非常复杂。
关于是否高估，也就是内在价值和现价之间的关系，价内，低估，价外高估

四、怎么看一个股票是高估值还是低估值

市盈率可以看出高还是低，现股价除于利润得出市盈率，比如股票A现股价100元
，去年每股利润是1元，收益率是1% 需要一百年才回本。
股票B现股价10元，去年每股利润1元，收益率是10%，需要10年回本。
股票C现在股价是2元，去年每股利润1元，收益率是50%，二年就回本了，第三年
就可以赚了，你会选那个股票？

五、怎么算股票是否高估或有泡沫

衡量一只股票的估值，通常PE在20倍左右为正常-----&nbsp；
&nbsp；
1股价在每股净资产2-3倍---------2净资产收益率越大越好-----------3&nbsp；
（正常在0.1以上）当然，很多成长性非常强的股票，PE就非常高，这个需要去看
财务指标，看成长性指标，如果成长性指标没跟上，每股净资产很低，净资产收益
率又非常非常的小，那么这样一只股票就有非常大的泡沫，严重被高估，被炒作，
投资这样的股票非常的危险。

六、能否说明一下，怎么判断一支股票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说的通俗点，就是它的股价和业绩是否相对的合理，也就是所谓的市盈率了。
比方说，以前大家不是都喜欢买低价股么，随便讲讲，3元的股价，业绩只要有1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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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就说这是只好股票了，那么，就按照这么个比例，30元的股价，有没有1元的
业绩，如果没有，那么相对而言，这只股票就是高估了，反之就是低估了。
再比方说，你去找找现在大家都认为是低估的股票（或者是蓝筹股），业绩和股价
是多少，再和自己持有的比一比，差不多么就可以安心的拿着了，如此而已。
不过我个人奉劝楼主一句，现在的中国股市看纯技术面的是没有用的，就算是低估
，也不过是个题材，如此而已，如此而已⋯⋯PS：阁下是新股民吧？呵呵~

七、如何判定股价是否被高估或者低估？

合上市公司的业绩报表和股票的买入卖出量判断，比如从短期看，如果该公司业绩
良好、处于赢利时期，但卖出量大于买入量，价格一直压低，可以认为是低估了；
如果从长期看，公司的资产规模、赢利能力和增长速度都一般，而股价保持在较高
价位且发行量不小，可以认为是高估了。
判断时应该多与其同类公司做综合对比。
实际上这个判断并没有一个很准确和权威的标准，主要还是靠经验、消息和市场反
映来判断，多看大盘、多积累盘感吧，仅供参考。

八、如何确定一支股票的价格是被高估的还是低估的？？如何对
一支股票进行估价？？

对公司产品、经营、管理、服务进行研究参考同行业公司，估算出公司的总价值，
按照适当的市盈率估算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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