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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股票转现金流股票价格与现金流量的关系-股识吧

一、关于股票现金流最通俗的理解？

晕死了。
。
现金流游戏无非只是告诉你股票的基本运作模式而（低买多，高卖空），他只是模
拟最基本的运作模式（一个买一个卖），就像自行车告诉你两个轮加上里可以前进
，资金流充其量是启蒙教育，本身是教你怀疑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的，而真实的
市场是（大家买大家卖）已经变成摩托车了，基本原理还是两个轮子转，但质以飞
越了。
。
飞机，轮船，万事如一，原理简单，但是量积质：）再说买空卖空，这个暂时在中
国不能实现，近期推出的融资业务可以实现但不是真正的买空卖口。
简单的讲买空就是我有一百块，我看好上一只股（一元钱），我买了一百块，同时
以这一百担保又凭空借了一百块，此时股票涨到两元我就相当赚了400，但是同理
跌到5毛我就赔光了：）卖空就是我卖的时候在担保多卖一倍，同理，上涨我就陪
了，下跌我就赚了：）不懂请留言

二、能简单解释一下股票自由现金流吗?

“简单地说，自由现金流量(FCF)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扣除资本性支
出(Capital Expenditures，CE)的差额。
”——“自由现金流等于经营活动现金”————股票百科为什么要专门提出自由
流这个概念和算法呢。
就是传统会计程序得出来的财务数据不能满足我们分析使用的需要。
例如“权责发生制，收入不需以收到现金来确认，损失可被挂账或以谨慎为由以准
备形式产生，财务操纵利润有较大的空间”、“未考虑股东的股权投资成本”（具
体看百科，主要是这两个）。
而自由现金流的核算方式则更为贴近企业的日常运营。
他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我以前在学校学的、跟其他书看的和百科里的有点儿不同
，但基本一致。
“ 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营业利润+折旧及摊销)一(资本支出+营运资本增加)
净营运利润 -税金 ------------------------------------------------------ =
NOPAT[税后净营运利润] - 净投资 - 营运资金变化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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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由现金流量 ”

三、怎样计算每股未来现金流?

每股现金流量 =
（营业业务所带来的净现金流量－优先股股利）/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列报方法有两种，一种称直接法，另一种称间接法。
1．直接法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直接法，是指通过现金流入和支出的主要类别直接反
映来自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的报告方法。
采用直接法报告现金流量，可以揭示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来源和用途，有助于
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主要项目包括：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收到的税费返还 （3）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主要项目包括：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支付的各项税费
（4）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差额。
2．间接法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间接法是在企业当期取得的净利润的基础上，通过有
关项目的调整，从而确定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采用间接法报告现金流量，可以揭示净收益与净现金流量的差别，有利于分析收益
的质量和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状况。
将“净利润”调整成为“经营活动现金净额”，需要进行以下4类调整计算： （1
）扣除非经营活动的损益（筹资和投资活动的损益）：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财务费用；
投资损失（减收益）。
净利润扣除“非经营活动损益”后，得出的是“经营活动净损益”。
（2）加上不支付经营资产的费用：计提的减值准备；
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
预提费用增加。
这6种费用已在计算利润时扣除，但没有在本期支付现金，将其加回去，得出“经
营活动应得现金”。
（3）加上非现金流动资产减少：存货减少（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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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包括应收票据减少（减增加）、应收账款减少（减增加）、
预付账款减少（减增加）、其他应收款减少（减增加）。
（4）加上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包括应付票据增加（减减少）、应付账款增加（
减减少）、其他应付款增加（减减少）、应付工资增加（减减少）、应付福利增加
（减减少）、应交税金增加（减减少），以及递延税款贷项（该项目的性质比特殊
，也可列作非经营损益）。

四、请教一个关于买卖股票现金流计算的问题

支持一下感觉挺不错的

五、股票怎样买才可以赚钱

下单前应想清楚的18个问题 1
该股票的市盈率是多少，整个市场及同行业的市盈率是多少2
该股票的市净率是多少，同行业的市净率是多少3
该公司是什么行业，该行业是否有前景4 该公司的盈利模式是否简单而我又能看得
懂，10年之后该公司的盈利模式是否会改变5
该公司在该行业中处于什么地位，生产的产品是否具有品牌效应6
该公司连续三年的增长率及发展趋势是否确定，毛利率是否稳定或是稳中有升7
该公司的高管是否有责任心，近期是否减持了公司的股票8
股市大势如何，国家相关策对股市影响几大9 该公司是否具有一定的抗周期性10
我能否有信心持有该公司股票2-3年11 该公司属于什么类型的公司12
该公司股本如何，是否具有高送转的能力13
该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14 市场整体的PE是否接近或是超过了50倍15
该公司的现金流是否充足，负债是否远远大过货币总数，资产质量是否优良16 该
公司的董事是否是能力超强的人才，它的管理团队是否稳定，如果失去一两个重要
的决策人，该公司是否会面临危机17
我是否已经想好了何时或是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抛售它，这个理由合理吗18 我投资
的这笔钱是否是不会影响到我生活所需的金钱，我是否真的5年之内或是更长时间
不需要用到它，我投资的时候是否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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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价格与现金流量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股票的涨跌跟主力资金的流入流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直股票没
有主力资金的支持只会越来越低，靠散户是不可能把一直股票拉起来的

七、买股票是怎么赚钱的?

虽然“净收益”和“每股收益”这些东西会成为商业媒体的头条新闻，但这些仅仅
是会计学概念。
对股东而言，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还是以再投资的形式投入公司运营、铁板钉钉
的现金，无论这些现金是以分红的形式分给股东，从而推动公司股价上涨。
翻开年报中的现金流报表，看一看公司“经营带来的现金流”是正还是负因此，买
股票前，你应该了解一下这个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这个问题听上去简单，但答案却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
作为投资者你必须看公司最新的年报，你可以从年报中详细了解公司的业务构成，
以及每一项业务的销售和收益数据明细。
你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这些收益是否可能转成投资者手中的现金

八、怎样做现金流折现来估值？

主要是估算每年净现金流量，选折现率，用EXCEL很方便

九、股票怎么用现金流量贴现法计算估值？

那是理论化的方法，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现金流量贴现法，要求股票有稳定的分红。
就目前A股来看，能指望靠分红收回投资吗？几百年吧！估值自然没个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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