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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低估值股票_什么叫作低估值的股票？具体怎么看
？要看什么？才能知道这只股票是低估值的股票？-股识
吧

一、怎么算知道股票低估值？

股票的估值有两种方式：1、按经营价值估值，对应的指标为市盈率2、按清算价值
估值，对应的指标为市净率考虑到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估值有所不同，就一般而言：
市盈率低于10，算是低估值，市盈率高于20，算是高估值。
市净率低于1，算是低估值，市净率高于2，算是高估值。
按照价值投资理论，买股票，就买低估值的企业的股票，这样安全边际更大。
可以在雪球网上查看一支的股票的基本信息：网页链接如下图这样：更多具体的选
股方式，可以参考这个：网页链接

二、什么是估值低的股票

找估值低股票的方式如下：1、首先是市盈率低，其次是市净率低，最好的选择标
准是市盈率低于30倍，市净率低于3倍，再看这家公司的主营是否是有前景的行业
公司的毛利率在同行业内比较高不高，还要看这家公司的业绩情况能否增长，有没
有新项目在未来几年投，,是否给公司业绩带来较大增长。
满足以上条件的公司基本上就是低估的股票了。
2、还有一个关键，考察公司的市盈率，不是简单按最近一个季度报表或者年报来
考察，而是要综合的分析，可能有的公司遇到政策因素或是其它突发因素导致业绩
突然大增或者大减。

三、什么是估值低的股票

找估值低股票的方式如下：1、首先是市盈率低，其次是市净率低，最好的选择标
准是市盈率低于30倍，市净率低于3倍，再看这家公司的主营是否是有前景的行业
公司的毛利率在同行业内比较高不高，还要看这家公司的业绩情况能否增长，有没
有新项目在未来几年投，,是否给公司业绩带来较大增长。
满足以上条件的公司基本上就是低估的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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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有一个关键，考察公司的市盈率，不是简单按最近一个季度报表或者年报来
考察，而是要综合的分析，可能有的公司遇到政策因素或是其它突发因素导致业绩
突然大增或者大减。

四、如何确定股票估值高低

如何确定股票估值高低1、从行业出发：首先看个股行业地位是否名列前茅。
2、从企业3、参考公司在产业链中上下游的位置、业务竞争优势、产品市场价格定
价能力、同类型股票溢价情况等等，给出自己的价格评估区间 。
4、与市场价格相对比。

五、怎么看一个股票是高估值还是低估值

市盈率可以看出高还是低，现股价除于利润得出市盈率，比如股票A现股价100元
，去年每股利润是1元，收益率是1% 需要一百年才回本。
股票B现股价10元，去年每股利润1元，收益率是10%，需要10年回本。
股票C现在股价是2元，去年每股利润1元，收益率是50%，二年就回本了，第三年
就可以赚了，你会选那个股票？

六、什么叫作低估值的股票？具体怎么看？要看什么？才能知道
这只股票是低估值的股票？

主流估值方法有利有弊:
目前对于股票的估值基本是结合使用两种方法，即绝对估值法和相对估值法。
对应每一种估值方法，目前都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
绝对估值模型一般是指dcf模型，该模型的理论依据是：股票估值应当与预期持有
该股票期间能得到的收益相关，这些收益可以界定为股票的未来现金流量。
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还需要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因此，股票的价值可以其预期能够获得的现金流量的现值估算。
相对估值法亦称可比公司法，是指对股票进行估值时，对可比较的公司进行分析，
尤其侧重选择具有相似业务、相似规模的公司股票价格作为估值基础，然后根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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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公司具体特征进行调整。

七、怎么找低估值的股票

找低估值的股票需要将股票投资分析过程分为八个步骤进行。
在分析汇总炒股栏目中对各项分析进行综合，形成比较全面的分析结果。
以下为“八步看股模型”的主要内容：1.优势分析：公司作什么，品牌优势，垄断
优势，指标股。
2.行业分析：所处行业前景如何，在本行业中所处地位如何。
3.财务分析：盈利能力如何，增长势头如何，产品利润高否，产品能换回真金白银
，担保比例高，大股东欠款多。
4.回报分析：公司给股东的回报高，圈钱多还是分红多，近期有好的分红方案。
5.主力分析：机构在增仓还是减仓，筹码更集中还是更分散，涨跌异动情况如何，
有大宗交易。
6.估值分析：目前股价是被高估还是低估。
7.技术分析：股票近期表现如何，支撑位和阻力位在哪里。
8.分析汇总：分析结果如何， 存在变数。

八、如何判断一只股票的低估值

判断一个股票是高估还是低估首先从业绩进行推算。
目前货币基金和国债的利率基本在3%左右，也就是市盈率33倍左右。
33倍以下就代表股票价值没有被严重高估。
遵循原则，价值低估买进――价值合理持有――严重高估卖出。
市盈率33倍的40%就代表低估了。
另一个判断标准，国际上公认2倍净资产以内的价格具有投资价值，账面价值就是
净资产。
价值投资者认为，价格如果没有低于价值一半以上是不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的，因
此股价低于净资产表明该股价值低估了，低估值就是投资的理由。
当股价2倍净资产以上基本上可以以高估值看待，千万不能买进。
如果一味追求明星股很容易陷入高估值的陷阱中。
巴菲特说过，如果一只股票从严重高估的价格崩盘下来，那么几乎无法重返之前的
高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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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很多上涨了10倍的股票，散户还在追，殊不知他们已经站在危险的悬崖边了。
上涨了10倍的股票几乎已经跑完了上涨的全程，这表明股价已经严重高估了。
判断估值高低是价值投资者能否最终取胜的评判标准。
当一只股票摆在你面前，在一分钟内你就必须明确该股股票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投资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低估值，低估值的股票才能带给你投资成功的希望。
对于大多数的公司，盈利并没有达到净资产收益率的15%以上，所以最好低于净资
产购买。
当你判断了股价已经低估，买进后不能指望它立马上涨。
低估值并不代表短期赚大钱，它只能作为你投资的保护伞，当股市大跌的时候大大
缓冲杀伤力。
投资需要耐心，持有正确的股票，你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主力坐庄还要经过
吸筹阶段――震荡阶段――启动阶段――打压洗盘阶段――拉高出货阶段。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有些初步的了解。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也
可以通过上面相关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九、什么才是低估值的股票

就你的问题，我给出以下建议首先，股票不要有买底部的想法，想买底部有可能是
以下的情况，一，下跌趋势中的a浪底部，有b反弹，但之后还有c浪破底。
二，就算看对是c浪底部，开始一浪回升行情的初升段，时间会很漫长，涨三回二
回一的节奏根本就让你拿不住股票，若是开始二浪修正，最多可以跌回一浪起涨点
附近。
何况你说的股票是低估值大盘现在3200，还跌成低估值的股票，先不说基本面还有
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利空，单单技术面就是明显的下跌趋势，那么在完成一个有效的
底部形态之前也就是主力完成进货动作之前，趋势不会改变。
然后所谓的质优，无非是基本面优，筹码面优，但这些信息都是公司季报公布你才
知道对不对？公司老板，大股东，去调研过得机构甚至行业对手都一定比你先知道
真实情况对不对？那么情况好他们会先买，股价先涨，你知道买进去就可能在高位
。
最后，股票不是价格便宜低估值就安全，而是能不能快速脱离你的成本区。
还在你认为可能是底部的区域代表是明确的下跌趋势，没有完成一个有效的底部形
态之前也就是主力完成进货动作之前不会改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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