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如何选绩优股票股票市场，如何选择绩优股？-股识吧

一、选股方法：怎样选择绩优小盘股

看涨跌排行寻找，然后精选几个设为自选股长期跟踪。

二、如何选择绩优股，绩优股的判断指标有什么

绩优股主要指的是业绩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公司股票。
这些公司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在行业内有较
高的市场占有率，形成了经营规模优势，利润稳步增长，市场知名度很高。
绩优股的炒做特点是：大资金、做长庄、大量收集、稳步拉抬、平稳出货。
从基本面上看，绩优股，一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1)年每股税后利润在0
．50元以上；
(2)年净资产收益串在20％以上；
(3)市盈率在20倍以下。
这几种标准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未免略显肤浅，考察一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如何应当
综合其各个方面的情况，除上述几点外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1)公司的财务状况。
一个公司的财务状况主要涉及资本结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几方面。
(2)公司的经营状况。
一个业绩好的公司往往有着优良的产品质量，较大的市场占有串和较高的商业信誉
。
(3)公司的管理水平。
一个业绩好的公司必虐有一个高水平的领导班子，有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管理方
法。
(4)给股东的回报。
一个业绩好的公司每年都会给股东以优厚的回报，比如大比例送红股和派高额现金
红利。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新手在不熟悉操作前前不防先用个模拟盘去练练，从模拟中
找找些经验，等有了好的效果再去实战，这样可减少一些不必的损失，我刚入门那
会也是用牛股宝模拟炒股这样学习过来的，效果还不错，可以试试，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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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挑选绩优股？

给你说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方法，在交易系统中有分析绩优股这一功能，你先让系
统给你选，然后你一个个的分析。
分析方法是：该公司的领导层进3年稳定，近3年业绩增长最好在10%以上，负债少
（由股票的盘决定），如果想快速长期获利，最好选择股本总量小于4亿，经营产
品单一，行业龙头最好。
综合这几个指标你肯定能找到能长期获利的股票，买了切忌经常换手，如果你不是
波段高手最好相信自己的选择，拿1年以上你就会发现股票能把你的资金翻个个。
上礼拜是介入的最好时机，现在正处于上冲阶段，冲完肯定会回调，到时择时介入
，不要管他。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四、如何选择绩优股？

绩优股就是业绩优良公司的股票。
也作“蓝筹股”但对于绩优股的定义国内外却有所不同。
在我国，投资者衡量绩优股的主要指标是每股税后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
一般而言，每股税后利润在全体上市公司中处于中上地位，公司上市后净资产收益
率连续三年显著超过10％的股票当属绩优股之列。
在国外，绩优股主要指的是业绩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大公司股票。
这些大公司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行业内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形成了经营规
模优势，利润稳步增长，市场知名度很高。
绩优股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和投资价值。
其公司拥有资金、市场、信誉等方面的优势，对各种市场变化具有较强的承受和适
应能力，绩优股的股价一般相对稳定且呈长期上升趋势。
因此，绩优股总是受到投资者、尤其是从事长期投资的稳健型投资者的青睐。
蓝筹，一般指的绩优股， 大蓝筹，就是规模很大的绩优股，
大蓝筹时代，就是规模很大的绩优股涨得多涨得好，超过其他类型的股票的时代。

五、买股票怎么看绩优股

绩优股就是业绩优良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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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绩优股，象建行、中石油都是绩优股，可是股票就是不涨。
所以个人认为选择绩优股不如选择成长股。
判断股票的成长性，有三个方法可供参考： 一、偿债能力比率 判断股票的成长性
，成长性比率是重要方法，也是财务分析中比率分析重要比率之一，一般反映公司
的扩展经营能力，同偿债能力比率有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用来测量公司的
扩展经营能力。
因为安全乃是收益性、成长性的基础，公司只有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偿债能力比率指
标，财务结构才能走向健全，才有可能扩展公司的生产经营。
二、利润留存率 从利润留存率和再投资率等比率，也能说明成长性比率。
利润留存率，是指公司税后盈利减去应发现金股利的差额和税后盈利的比率。
它表明公司的税后利润有多少用于发放股利，多少用于保留盈余和扩展经营。
利润留存率越高，表明公司越重视发展的后劲，不致因分红过多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
利润留存率太低，或者表明公司生产经营不顺利，不得不动用更多的利润去弥补损
失；
或者是分红太多，发展潜力有限。
其计算公式是：利润留存率=(税后利润－应发股利)/税后利润×100%。
三、再投资率 再投资率又称内部成长性比率，它表明公司用其盈余所得再投资，
以支持本公司成长的能力。
再投资率越高，公司扩大经营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其计算公式是：再投资率=资本报酬率×股东盈利率=税后利润/股东权益×(股东盈
利－股东支付率)/股东盈利。

六、股票市场，如何选择绩优股？

绩优股主要指的是业绩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公司股票。
这些公司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在行业内有较
高的市场占有率，形成了经营规模优势，利润稳步增长，市场知名度很高。
绩优股公司拥有资金、市场、信誉等方面的优势，对各种市场变化具有较强的承受
和适应能力，绩优股的股价一般相对稳定且呈阶段上升趋势。
因此，绩优股常常受到投资者、尤其是从事长期投资的稳健型投资者的青睐。
绩优股投资报酬率相当优厚稳定，股价波幅变动不大。
当多头市场来临时，它不会首当其冲而使股价上涨。
经常的情况是，其它股票已经连续上涨一截，绩优股才会缓慢攀升；
而当空头市场到来，投机股率先崩溃，其它股票大幅滑动时，绩优股往往仍能坚守
阵地，不至于在原先的价位上过分滑降，具有典型的防守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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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优股的特点是庄家建仓难，但拉抬容易，原因在于市场对其认同度非常高，而绩
优股初期流通盘非常小，稀少的筹码，只要有持续买盘进去，股票价格很快走高，
主力资金不得不采取漫长的横盘整理清洗盘中浮筹，有的横盘是几个月，有的甚至
是两、三年或者更长。
绩优股炒做的主要矛盾是建仓。
绩优股持有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安分持有。
绩优股炒做是做价值发现，任何国度，任何市场都会出现错误，一是涨过头，二是
跌过分，再好的绩优股也会出现错杀。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会一直等待合理的机会进场。
当市场中的绩优股出现一个极不合理的低价位，这些长线主力就会抓住这个机会，
把它收进囊中。
这就是传统的绩优股建仓。
建仓过程就是抓住市场最低级的错误，比如过度恐慌、市场对股票失去信心等等，
这是买进绩优股的关键，炒绩优股是抓住市场已犯的错误，炒垃圾股是期待市场在
未来会犯错误，炒绩优股比较稳健，投资者有信心在今天买进的股票，在未来的时
间里能够数倍转手卖给别人，而这一切就是心中对投资品种的底气，这些底气来自
个股优良的成长。
绩优股的炒做特点是：大资金、做长庄、大量收集、稳步拉抬、平稳出货。
垃圾股的炒做特点是：中小资金、做短线，制造题材和概念，突击拉高，在市场狂
喜的过程中迅速逃跑。

七、股市里如何选绩优股

个人认为注意如下几点：1、行业前途：垄断性+成长性+政策扶持。
2、行业地位：领头羊或旗帜标杆。
3、当家人：董事长年富力强，有做好上市公司的欲望，而不要老态龙钟。
4、产品利润：自主定价权或毛利率高。
5、财务健康：现金流量充沛，资产负债正常，没有过多担保，关联交易少。
6、创新能力：是否有自己的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能力。
如果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如上条件，股票必然能够长期走牛。
当然，选择进场时点非常重要，不要买到高山顶上，否则，就是再有价值的股票最
终也有个定价机制，买到高山顶，那就比买到垃圾股还糟糕了，因为其已经达到事
业巅峰，不可能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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