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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票投资中如何使用市盈率指标—怎么运用市盈率法估
算股票价格-股识吧

一、股市中&quot;市盈率&quot;是怎么算的?公式?

市盈率简单地讲，就是股票的市价与股票的每股税后收益（或称每股税后利润）的
比率。
例如：某股票的股价是24元，每股年净收益为0.60元，则该股票的市盈率为24/0.6=4
0倍。
其计算公式为：S=P/E。
其中，S表示市盈率，P表示股票价格，E表示股票的每股净收益。
市盈率不能简单的用高或者低来判断一个股票的好坏，毕竟在中国这个A股市场是
不适用的，市盈率适用的前提是消息要对称，即不管是散户投资者或者是机构，都
能得到第一手的消息，这样的市盈率才是真正的市盈率，而中国市场，实话告诉你
吧，消息并不对称，因此市盈率很多的都是失真的，依此来判断股票好坏，容易造
成判断失误 每股收益即每股盈利（EPS），又称每股税后利润，该比率反映了每股
创造的税后利润、比率越高，表明所创造地利润越多。
每股净资产是指股东权益与总股数的比率。
这一指标反映每股股票所拥有的资产现值。
每股净资产越高，股东拥有的资产现值越多；
每股净资产越少，股东拥有的资产现值越少。
通常每股净资产越高越好。
既然提到了股东权益这个概念，就再把这个概念给你补充一下吧：
股东权益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了公司的自有资本。
当总资产
小于负债时，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这时，公司的股东权益便消失殆尽。
如果实施破产清算，股东将一无所得。
相反，股东权益金额越大，该公司的实力就越雄厚。
每股收益1元，确实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但并不是每年一定能拿到，只有上市公司
分红时才会有，而且，分红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按照EPS来的。
而每股净资产，是指扣除上市公司负债后的资产除以总股本，一旦上市公司退市（
破产），就要进行破产清算，清算后的资产，优先用于还债，支付员工工资等，然
后是优先股，最后是普通股，一般清算后，剩余的用来偿还普通股的资金肯定没多
少了，到时候，普通股的价格还要重新计算，原本2块钱的股票，清算后，普通股
的价格可能连0.2元都不到，你买1手，能拿回20块就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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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的PE值市盈率是什么意思，如何查看股市的pe值

市盈率（Price earnings ratio，即P/E
ratio）也称“本益比”、“股价收益比率”或“市价盈利比率（简称市盈率）”。
市盈率是最常用来评估股价水平是否合理的指标之一，由股价除以年度每股盈余（
EPS）得出（以公司市值除以年度股东应占溢利亦可得出相同结果）。
计算时，股价通常取最新收盘价，而EPS方面，若按已公布的上年度EPS计算，称
为历史市盈率（historical P/E） 一般小盘股市盈率的正常范围是30到60，30以下说
明股票被低估，60以上说明股票被高估；
中盘股的长长范围是20到40，20以下是被低估，40以上是被高估；
大盘股的正常范围是10到20，10以下是被低估，20以上则是被高估。

三、怎么运用市盈率法估算股票价格

1、首先，要了解市盈率。
它是每股的价格与每股收益之间的比率。
简单的可以说，是用每股的价格除以每股的收益，就等于市盈率了。
2、通过计算得到股票的市盈率，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评估，一种叫做简单估计法
，一种叫做回归分析法。
其实，简单估计法用的广泛。
3、简单估计法，是利用历史的数据进行评估。
比如，将股票的各年的市盈率的历史数据排列，将表现异常的数据去掉，求一个平
均数，或者是一个中间数，那么做为对未来市盈率的一个判断。
4、当我们求得了市盈率平均数的时候，就可以做为一个正常的价值。
那么，当市盈率高出，或低出时，就可以进行买入或卖出了。
因为，异常的数值总是回归正常的。
5、当然，这种评估方法有他的机械性，但是具有一定的判断作用。
而回归分析法，则较复杂，需要考虑到股票的价格，收益增长，风险，时间等等因
素，他们与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其模型也不完美。

四、怎么运用市盈率法估算股票价格

1、首先，要了解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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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每股的价格与每股收益之间的比率。
简单的可以说，是用每股的价格除以每股的收益，就等于市盈率了。
2、通过计算得到股票的市盈率，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评估，一种叫做简单估计法
，一种叫做回归分析法。
其实，简单估计法用的广泛。
3、简单估计法，是利用历史的数据进行评估。
比如，将股票的各年的市盈率的历史数据排列，将表现异常的数据去掉，求一个平
均数，或者是一个中间数，那么做为对未来市盈率的一个判断。
4、当我们求得了市盈率平均数的时候，就可以做为一个正常的价值。
那么，当市盈率高出，或低出时，就可以进行买入或卖出了。
因为，异常的数值总是回归正常的。
5、当然，这种评估方法有他的机械性，但是具有一定的判断作用。
而回归分析法，则较复杂，需要考虑到股票的价格，收益增长，风险，时间等等因
素，他们与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其模型也不完美。

五、怎样用市盈率的简单估计来估计股票的价值

市盈率分动态的和静态的，动态的一般软件都有，不用去算，静态的就要算年度均
价了。

六、市盈率怎么看?

市盈率是基本面分析中的一个指标,市盈率=股价/每股收益.就是指为了获得一元的
利润你需要支付多少钱?假如该股股价是10元每股收益是0.1元,那么市盈率就是100.
就是说你投资100元可以获得1元的收益.基本面分析的原则投资股票是为了获得公
司成长中的收益,当然是获得收益越多而支付的成本越低越好,所以市盈率越低也就
越有投资价值了.

七、市盈率的公式？

1、市盈率是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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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盈率（Price earnings ratio，即P/E
ratio）也称“本益比”、“股价收益比率”或“市价盈利比率（简称市盈率）”。
市盈率是最常用来评估股价水平是否合理的指标之一，由股价除以年度每股盈余（
EPS）得出（以公司市值除以年度股东应占溢利亦可得出相同结果）。
计算时，股价通常取最新收盘价，而EPS方面，若按已公布的上年度EPS计算，称
为历史市盈率（historical P/E）；
计算预估市盈率所用的EPS预估值，一般采用市场平均预估（consensus estimates）
，即追踪公司业绩的机构收集多位分析师的预测所得到的预估平均值或中值。
3、市盈率是很具参考价值的股市指针，一方面，投资者亦往往不认为严格按照会
计准则计算得出的盈利数字真实反映公司在持续经营基础上的获利能力，因此，分
析师往往自行对公司正式公布的净利加以调整。

八、怎样用市盈率的简单估计来估计股票的价值

市盈率分动态的和静态的，动态的一般软件都有，不用去算，静态的就要算年度均
价了。

九、市盈率怎么看?

市盈率是基本面分析中的一个指标,市盈率=股价/每股收益.就是指为了获得一元的
利润你需要支付多少钱?假如该股股价是10元每股收益是0.1元,那么市盈率就是100.
就是说你投资100元可以获得1元的收益.基本面分析的原则投资股票是为了获得公
司成长中的收益,当然是获得收益越多而支付的成本越低越好,所以市盈率越低也就
越有投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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