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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折现率与股票风险呈正相关_通货膨胀条件下的折
现率如何确定?-股识吧

一、投资学习题：股票提供的期望收益率为18%，标准差为22%
。黄金提供的期望收益率为10%，标准差为30%。

1）选择单一资产投资时，黄金由于收益率低，风险高，所以不会有人选择投资黄
金。
2）由于黄金与股票的相关系数为1（即完全正相关），黄金与股票的投资组合并不
能抵消风险，所以投资组合中不会持有黄金。
上述假设并不能代表证券市场的均衡，因为股票收益率更高，风险更小。

二、折现率和名义利率的关系

折现率=名义利率+风险利率。
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名义利率越高，折现率就越高。
折现率比名义利率高。

三、为什么折现率越高，现值越低

因为折现率代表必要收益率，是风险的函数，风险越大的未来现金流量，投资者要
求获得的必要收益率越高，愿意付出的当前投资额也就是现值，越少。
投资者往往以一个很低的折现率来折现那些盈利稳定的公司的未来现金流，因为他
们相信那些公司未来现金流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很低。
相对于承诺未来某一时点收益率会很好的公司，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更愿意为一家现
在就有利可图的公司支付更多。
扩展资料折现率的确定，应当首先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
如果该资产的利率无法从市场获得，可以使用替代利率估计折现率。
替代利率在估计时，可以根据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增量借款利率或者其他相关
市场借款利率作适当调整后确定。
应根据所持有资产的特定环境等因素来考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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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估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通常应当使用单一的折现率。
如果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对未来不同期间的风险差异或者利率的期间结构反应
敏感，企业应当在未来各不同期间采用不同的折现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折现率

四、为什么说股票价值取决于现金流入的时间和风险?（企业价
值最大化）

“股票价值取决于现金流入的时间和风险”这种说法太学究化了，一般人都被这些
高深的书呆子话搞迷糊了。
说土点就是企业虽然卖了产品，表面上看赚了钱，但是很多销售都是赊帐的，或者
企业想生存必须年年增加巨量资金扩张规模，这种赚钱实质上等于没赚，而且还有
巨大的经营风险。
名义上赚了这么多，却一分钱不能花。
特别对于投资股票的人，真正赚的钱是能拿到手里能消费的钱。
这点很关键。
如果您还不好理解，看看您家门口的小饭店，可能很多就是因为客人赊帐，最终自
己的资金周转不过来，撑不迹揣管废攮肚归莎害极下去了，关门了事。
一般来说，只要企业能销售成功并能有现金回收回来，这样的企业再艰难都能撑下
去。
想得到能消费的钱，那就必须要求企业在销售完成后，真正有大量现金流回企业。
既然投资企业主要考虑的现金流，当然现金流入企业的时间越慢，资金是有成本的
，时间越长，付出的时间成本越高，当然要降低企业的估值了。
同理，现金流入企业的风险越大，意味这些钱坏帐的可能性越大，当然风险越大，
企业的估值越低了。
很好理解的。
文字所限，简单聊聊，不展开说了。

五、如何确定折现率？

1、市场法，用交易市场上该类资产的平均折现率2、风险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取同期国库券利率 ，风险报酬率即风险系数，要综合分析经济风险
系数、法律风险系数、管理风险系数、技术风险系数，这四项求和就是风险报酬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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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队法，比如房地产风险比国库券风险大，比股票风险小，那么房地产折现率
（也就是收益率）比国库券利率大，比股票收益率小，求得的是区间值。

六、企业投资于A.B两种股票，两种股票收益率的正相关或负相
关对于收益风险防范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说负相关晚好一些，意味着大亏的可能性更小，当然同时潜在
收益也会小些，因为总有一部分利润会被抵消，具体数学方面的工式随便找本投资
组合方面的书都有，那玩意整得头疼

七、通货膨胀条件下的折现率如何确定?

通货膨胀条件下折现率的确定方法如下：1、最常用的确认方法：累加法累加法计
算折现率公式：折现率=无风险利润率+风险利润率+通货膨胀率，其中风险报酬率
=行业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
折现率通常包括通货膨胀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1)风险报酬率是指冒
风险取得的报酬与资产的比率；
(2)无风险报酬率是指资产在一般条件下的获利水平。
2、反映整体资产的收益现值：社会平均收益率法社会平均收益率法可以客观反映
企业整体资产的收益现值，主要是对企业整体资产的收益现值进行分析，用来确定
确定本金化率或折现率。
注意：其中风险系数、变动系数一般难以测定。
将该方法用在企业价值评估中折现率的确定上，相关计算公式为：折现率=无风险
报酬率+(社会平均资产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X风险系数。
3、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是通过选取与评估对象相似规模、相近行业或者
相同类型的资产案例，然后以此求出它们每个的折现率、风险报酬率等，再经过分
析调整后，采用不同的权数对其修正，并且消除特殊因素的影响，最后经过综合计
算得出被评估对象的折现率的方法。
需要注意：这种方法并不是很适合高技术的企业。
折现率计算公式如下：折现率是特定条件下的收益率，说明资产取得该项收益的收
益率水平，计算公式如下：F=P(1+i)^n。
F=终值，P=现值，A=年金，i=利率或折现率，N=计息期数。
折现率确认方法的重要性折现率是运用收益现值法评估企业价值时的重要参数之一
，在收益一定的前提下，收益率越高，也就说明单位资产增值率高，所有者拥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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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值低。
所以收益率越高的情况下，资产评估值就越低。
由于折现率的细微差异，往往会导致评估结果的极大差异，所以折现率的确认方法
就显得尤其重要。

八、折现率和股价的关系~？？

折现率（亦称贴现率）：是用以将技术资产的未来收益还原(或转换)为现在价值的
比率。
利率与股价成反比关系，因为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影响股价
的涨跌，即利率上升则股价下跌，利率调低则股价上升，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当利率上升后，不仅会增加公司的借款成本，而且会使公司难以获得必需的资
金，导致公司就不得不降低生产规模，因为绝大部分企业都有相当的负债是从银行
借贷而来，特别是流动资金部分，基本上都是借贷资金。
生产规模的降低又减少公司的预期利润，因此股票价格就会下跌。
二、利率上升导致股票的相对投资价值下降，从而导致股价下跌，因为伴随着利率
的提高，债券及居民储蓄利率也会相应上调，这些都会降低整个股市的相对投资价
值，一些投资者将会抛售股票而将其资金存入银行套利或投向债券市场，从而导致
股市供求关系向其不利的方向转化，导致股价的下调；
投资者评估股票价格所用的折现率也会上升，股票值因此会下降；
利率上升时，一部分资金从投向股市转向银行储蓄和购买债券，从而会减少市场上
的股票需求，使股票价格出现下跌。
反之，利率下降时，储蓄的获利能力降低，一部分资金就会从银行和债券市场流向
股市，从而增大了股票需求，推动股票价格上升。
三、利率的提高将抑制社会消费，如我国采取的保值储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抑制
了社会消费的增长，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市场营销，导致销售收入减少及整体经营效
益的下降。
利率调低则股价上涨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即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股
票的相对存款、债券等理财渠道的投资价值，扩大了消费，提升上市公司业绩。

九、为什么折现率高，股票值反而小？

净现值公式：NPV=Σ(Ci-Co)/(1+r)^t其中，r为折现率，Ci——现金流入，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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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出，（Ci-
Co）——第t年净现金流量由公式可见，折现率(r)越大，分母(1+r)^t
就越大，净现值NPV 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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