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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一个公司的市值是如何平估的？-股识吧

一、如何评价上市公司的价值

研究上市公司，无论是分析其在行业中所处地位、营运状况及发展趋势，还是判断
其股票的内在价值和投资收益，或者评价其资产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人们全部采
用历史财会报表的数据，且往往强调这些指标的增长。
(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
我们在评价上市公司时应当区分企业的“增长”和“发展”概念的不同含义。
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可持续发展的量化表现，经常情况下是一个“增长”的概念
。
但是，企业“发展”是比单纯数量“增长”要求更高的概念。
需要防止以牺牲企业 “长远发展”的代价来换取企业“短期增长”的倾向。
发展经济学认为， 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
，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钱纳里的话说，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
随着我国总体经济格局的转变，企业市场环境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大部分行
业的竞争程度空前激烈，几乎所有企业都面临市场竞争的考验。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立足的根本在于其产品的竞争能力，这就需要企业根据市场需求
的变化，不断开发新技术，降低成本，调整产品结构，加强管理。
如果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转换不力，有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那些有着明确聘用期的
总经理，为达到配股资格的衡量标准， 就会出现经营管理上的短期行为，而不去
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傻事，他们就会靠扩大债务来支持企业的“增长”。
这债务包括帐面上的显性债务和应支未支、应提未提的隐性债务。
企业发展与利润最大化是矛盾的统一体，利润既是发展的手段，
又是发展的结果；
没有利润就谈不上发展， 发展也不一定非要牺牲全部利润不可。
然而即使以最大利润为目标，有时也要在短期内对利润加以限制，以便将来更多地
盈利。
这两年盛行的资本经营， 正是中国企业管理从“实物管理”走向“价值管理”
的一次飞跃。
在这个飞跃中，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追求企业的“价值增值”，而不仅仅是净资产的
保值增值。
在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的市值成为比传统概念的资产价值更重要的衡量指标。
(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在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下， 企业总
价值最大化目标会使所有者与经营者追求的财务目标趋于一致，即崇尚真实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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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企业的整体价值和长远发展。

二、上市公司价值评估风险影响因素有哪些

这个就多了吧。
很多时候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它所处的行业特征，
商业环境，政治环境等等。
具体到一个公司上来说，比如竞争对手产品在质量上的飞跃造成公司产品竞争力的
下降，新竞争者的加入，替代品的威胁。
这些基本上是针对产品或市场来说的。
政策因素也非常重要，比如国家是支持或者限制相关产业的发展，环保要求。
还有宏观经济的影响，如利率变，汇率，价格水平。
对公司本身来说，公司管理这的能力，创造力，应变能力，把握市场方向与机遇的
能力等等。
不同风险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大小不同，高科技行业，如电子产品生产商，面临这着
科技进步的风险，消费者喜好的变化。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利率的变化了，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汇率也会
有一定影响。
甚至还有自然灾害的威胁。
所以笼统的说的话还真难说清楚，先给分，如果有有兴趣我们具体讨论。
我也欠缺这方面知识，大家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342116739

三、考察一家上市公司的风险和价值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四、股票如何价值评估？

股票的价值评估要从很多方面入手，个人的标准也各有不同，以下为我个人观点，
可供大家参考交流： 1每股净资产，代表每股的理论价格大致价位，一般盈利良好
的上市公司股价如果低于这个就应该是被低估了 2净资产收益率，这个指标比较的
基准有很多，比如：市场平均收益率、存款利率、行业收益率⋯⋯具体标准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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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看个人的风格了，但是当然你买的股票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越好，呵呵 3未分
配利润，大部分时候和每股净资产的效果差不多，但是长期亏损的公司一般这个都
是负的，最好小心点 4历年分红情况，大家都想拿着常分红分红多的股票吧 5股东
情况，基金、社保、外资蜂拥抢购的东西乱买一个估计也不会太坏，玩笑但是很真
实 ⋯⋯
本问题本身就比较深奥，在此篇幅和时间有限，有机会咱们私下在慢慢聊，呵呵

五、为什么小米上市后市值会变高那，上市对一个公司市值增高
有影响吗，之前不上市不也是会有准确估值吗

推高市值的，一般来说也是缺钱的表现想融资，华为人家就不需要上市

六、考察一家上市公司的风险和价值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考察一家上市公司的风险和价值主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宏观层面因素1公司所
处的行业分析：是朝阳行业还是夕阳行业，是国家政策支持行业还是限制行业；
2行业竞争分析：公司在行业中所处什么地位，品牌知名度等等。
3公司管理层能力：管理层的能力及公司发展规划。
二财务层面因素1公司的财务风险：偿债能力分析。
2公司经营能力：收入与利润增长情况。
3成本控制能力：利润率等分析在行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后，来综合评价一个上市公司的价值和风险。
价值重点看行业未来是否有发展潜力及公司制定的策略，风险主要看经营风险和财
务风险。

七、企业价值评估

1、必要报酬率：3.25%+0.9×5%＝7.75%每股价值：1.28×（1+5%）/（7.75%-5%）
＝48.87元2、2001-2005年股利支付率：0.72/2.5＝28.8%2001-2005年的必要报酬率：3.
25%+1.42×5%＝10.35%2006年及以后的必要报酬率：3.25%+1.1×5%＝8.75%2001-20
05年股利支付率：0.72/2.5＝28.8%2001年股利：0.72×（1+15%）＝0.83现值：0.83/
（1+10.35%）＝0.75元2002年股利：0.83×（1+15%）＝0.95现值：0.95/（1+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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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元2003年股利：0.95×（1+15%）＝1.09现值：1.09/（1+10.35%）^3＝0.8
1元2004年股利：1.09×（1+15%）＝1.25现值：1.25/（1+10.35%）^4＝0.84元2005年
股利：1.25×（1+15%）＝1.44现值：1.44/（1+10.35%）^5＝0.88元2006年1月1日股
票的价值：0.88/28.8%×(1+5%)×70%÷（8.75%-5%）＝59.89元现值：59.89/（1+15
%）^5＝36.6元2001年1月1日股权价值：0.75+0.78+0.81+0.84+0.88+36.6＝40.66元

八、评估一个公司的市值是如何平估的？

评价一个公司的市值不能光看利润，营业收入也很重要。
比如一个业绩优异的公司，现在的总市值还不到它一年营业收入的量，说明该公司
估值较低，有很好的投资价值。
如果所属行业成长性也比较高，那么他的总市值达到营业收入的1.5-2倍也很正常。
如果业绩不好，而总市值比年营业收入大很多，说明该公司估值高，从价值投资的
角度来说就不是好的标的。
或者直接找专业的评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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