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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你是如何选择股票的⋯如何选择股票-股识吧

一、（论述）如何抉择股票与基金？要专业详细回答。

基金选择五个关键问题值得参考：1挑选优秀的公司，看牌子就明白；
2、挑选优秀的基金经理，看看他以前的履历和业绩；
3、参考基金评级，最近两年耒各时段的业绩评价指标，数星星总是会的；
4、合理的费用，不能太贵，除非物有所值；
5、做好基金组合，试着作一个基金组合，它会降低你基金的风险几率。
进行四个对比：1、对比规模，规模相对灵活，不宜太大；
2、对比净值，净值增长较快的；
3、对比同类型、同一时期成立的基金的表现；
4、对比抗跌，抗跌性较强的。
还要明确基金的分类、基金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益水平 买股票前1 、了解股票的基础知识，如股票的竞
价机制、各种术语、运作原理规律等书本上的知识，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它们价值
不大，但这是基础；
2、认真学习庄家机构的操作手法操作原理和操作目的，这不能像第一步那样泛泛
的了解，一定要求甚解；
3、在以上两步均完成的基础上，系统学习一下各种K线组合，各种基本指标的使
用方法，要比第一步时详细，并与第二步的所学相结合；
4、系统的掌握两种股票分析软件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独有的指标（区别于第一步中
的基础指标），并运用其分析大盘中的各个具体的股票，做到融会贯通；
5、在网上进行股票的模拟操作（），形成自己的操作方法与风格，并不断的完善
，积累经验；

二、如何选择股票

首先要看你的心里选择 走长线还是短线 还是中长线
然后根据国家的政策和对未来的预判去选择 还要根据K线去分析

三、怎样才能选择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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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热点 选择业绩和基本面良好的个股!可中期持有!

四、如何选择一支股票

1、同大盘或者先于大盘调整了近3、4个月的股票，业绩优良2、主营业绩利润增长
达到100%左右甚至以上，2年内的业绩增长稳定，具有较好的成长性，每股收益达
到0.5元以上最佳。
3、市盈率最好低于30倍，能在20倍下当然最好(随着股价的上涨市盈率也在升高,只
要该企业利润高速增长没有出现停滞的现象可以继续持有,忽略市盈率的升高,因为
稳定的利润高增长自然会让市盈率降下来的)4、主力资金占整支股票筹码比例的60
%左右（流通股份最好超过30%能达到50%以上更好，主力出货时间周期加长,小资
金选择出逃的时间较为充分）5、留意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太高了不好，
流动资金不充足，公司经营容易出现危机（如果该公司长期保持稳定的高负债率和
高利润增长具有很强的成长性，那忽略次问题，只要高成长性因素还在可以继续持
有）具体操作：选择最佳的进入时机，现在5000多一点的位置已经差不多了，选择
上述4种条件具备的股票，长期的成交量地量突然出现逐渐放量上攻后长期趋势线
已经出现向上的拐点，先于大盘调整结束扭头向上，以WVAD指标为例当WVAD
白线上穿中间虚线前一天买入比较合适(卖出时机正好相反,WVAD白线向下穿过虚
线后立即卖出《安全第一》<参考大智慧>),买入后不要介意短期之内的大盘波动，
只要你选则该股的条件还在就不用管，，如果在持股过程中出现拉高后高位连续放
量可以考虑先卖出50%的该股票，等该股的主力资金持筹比例从60%降到30%时全
部卖出，先于主力出货！如果持筹比例到50%后不减少了，就继续持有，不理会主
力资金制造的骗人数据，继续持有剩下的股票！直到主力资金降到30%再出货！如
果在高位拉升过程中，放出巨量，请立即获利了解，避免主力资金出逃后自己被套

五、大家都是如何选择股票的？请大家介绍些自己的经验心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股方法，就像不同武功门派，无论技术派、基本面派，最终检
验标准只有一个————是否赚钱。
我个人选股思路：基本面为主，参考技术指标。
1）选择好大的方向：紧紧抓住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大的趋势，相关企业在未
来几年肯定将受益于政府政策和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
例如节能减排、新能源、新材料。
2）选择优势突出的公司：一个公司的优势有很多，资源优势、技术优势、成本优
势、销售优势，最重要寻找在本行业中排名靠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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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花费2-3个月去游侠股市模拟炒股，多练习，坚持下去就会见成效。
学开车肯定要去驾校，但炒股很少有人去培训，去做模拟练习。
这是新手亏损的主要原因。
3）具体财务数据分析：一个长期大牛股，必然是业绩持续稳定增长的公司，随便
翻开历史无不如此。
而一个企业业绩的增长，首先来自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其次来自盈利水平的稳定
或者提升，只要盈利水平不是持续下降都可以考虑，最后必然是业绩的增长超过营
业收入的增长，否者是低效的增长。
4）市场资金关注：股票价格上涨本质上是交易的结果，是资金追逐的结果。
所以有资金持续进入，是牛股的必然条件。

六、怎样选股票

先进行基本分析，分析经济政策，行业地位，公司经营状况，再进行技术分析。
用道氏理论，波浪理论，分析大的市场价格走向，再用K线分析公司每分每小时每
天每周每月的K线分时走势。

七、如何选择股票

——选股的动机、原则和程序
关于“炒股”的一些最基本的理念和原则就是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的基础就是买
企业、买被低估的企业，并长期持有，而且不熟不做，利用市场的愚蠢进行投资，
那么如何才能选到好的企业呢，一个已涨了n倍的股票还能买吗？如何利用市场的
愚蠢进行投资？主要精力要用在讨论如何选择企业上，因为选的企业好，就可以战
胜大盘，战胜股市的调整，甚至战胜熊市。
今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后指数（特别是成份指数)会不断创新高，而个股将一半是
火焰，一半是海水。
以下分三个方面讨论如何选股，一是点评一下国外大师的选股方法。
二是介绍一下选股的动机、原则和程序。
三是以一些具体的上市公司为例，说明如何选股。
首先谈一下选股的动机、原则和程序。
一.选股的动机 首先我们要区分短线投机的和中长线价值投资，树立中长线价值投
资的理念，因为前者和后者之间选股的动机不同、理念、行为和结果也就是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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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动机决定理念，理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
短线投机者的主要动机是想一夜暴富，不找到很快翻倍的股票或第二天就涨停的股
票不痛快，因此更注重概念，题材，有没有人坐庄，消息来源是否神秘可靠，而忽
略了股票的风险，没有考虑股票的安全边际。
而中长期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期望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及未来的复合增长，因此，
更注重企业的实质和未来的成长及安全边际。
后面我们讨论选股都是基于中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
二.选股的基本原则 第一. 有较好的安全边际；
第二. 行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 产品清晰便于了解；
第四. 经营稳健；
第五. 最好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
第六. 未来有较大的成长性。
三.选股的程序 第一步.检查自己的选股动机；
第二步.确定长期投资的理念并制定基本的选股原则；
第三步.选择行业；
第四步.对行业进行细分；
第五步. 选择行业里的龙头股或细分行业龙头股；
第六步.建立海选股票池（不超过300个）（普通投资者可以利用基金重仓股、沪深
300和次新股里的股票作为海选股票）；
第七步.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备选组合30只）；
第八步.再深入分析选出精选组合（约10只）；
第九步.根据资产组合原则配置自己的组合。
选股先要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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