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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2） 第一节 证券投资分析 一、证券投资和证券投资

分析的定义。理性的证券投资过程包括的基本步骤：确定证

券投资政策，包括确定投资收益目标、投资资金的规模和投

资对象三方面的内容以及应采取的投资策略和措施等；组建

证券投资组合，确定具体的证券投资品种和投资者的资金投

入各种证券的比例；投资组合的修正；投资组合业绩评估。 

二、证券投资分析的意义：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减少盲

目性；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 三、证券投资分析的

信息来源：历史资料；媒体信息；实地访查。 四、证券市场

效率理论与证券投资分析：有效市场假设理论；有效市场的

分类，与证券价格有关的“可知”的三类资料：第Ⅰ类资料

，第Ⅱ类资料，第Ⅲ类资料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由此

将证券市场区分为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强式有

效市场三类市场；有效市场假设理论对证券分析的意义：有

效市场和技术分析，有效市场和基本分析，有效市场和证券

组合管理。 五、证券投资分析史简述：证券投资分析发展简

史，美、英等金融发达国家证券投资发展简史，我国证券投

资分析发展简史；主要投资分析流派及其特点：基本分析流

派，技术分析流派，心理分析流派，学术分析流派；各投资

分析流派的特点及相互区别。 第二节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

法 一、证券投资分析的三个基本要素：信息、步骤和方法；

目前进行证券投资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基



本分析和技术分析。 二、基本分析法：基本分析法的定义；

基本分析的理论基础：任何金融资产的“真实”（或“内在

”）价值等于这项资产所有者的所有预期收益流量的现值；

基本分析的内容：宏观经济分析，三类经济指标，主要经济

政策，行业分析与区域分析，公司分析；基本分析的优缺点

；基本分析的适用范围。 三、技术分析法：技术分析法的定

义；技术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市场的行为包含一切信息，价

格沿趋势移动，历史会重复；技术分析法的内容：K线理论

、切线理论、形态理论、技术指标理论、波浪理论和循环周

期理论；技术分析的优缺点；技术分析的适用范围。 四、证

券投资分析中易忽略的因素：潜在风险，交易成本，股利分

配，经济趋势，经济政策，公司管理。 第二章 有价证券的投

资价值分析（1-4） 第一节 债券的投资价值分析 一、债权投

资价值的影响因素：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内部因素：期限的

长短，票面利率，提前赎回规定，税收待遇，流通性，发债

主体的信用；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外部因素：基础利率，市

场利率，其他因素；债券的定价原理：债券价格与利率、期

限以及面值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收益率曲线与利率的期限

结构：收益率曲线反映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与债券存续期限之

间的关系，收益率曲线的概念和类型；利率期限结构反映即

期利率与期限之间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的定义，利率期限

结构理论：市场预期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市场分割理论

。 三、债券的基本价值评估：假设条件、评估方法和基本原

理；货币的时间价值、终值、现值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简

化的债券价格决定公式：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现值公式，单

利公式，复利公式；债券的基本估价公式：一年付息一次债



券的估价公式，半年付息一次债券的估价公式，收益率的计

算。 第二节 股票的投资价值分析 一、股票投资价值的影响因

素：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内部因素（公司净资产、公司盈利

水平、公司的股利政策、股份分割、增资和减资、公司资产

重组）；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外部因素（宏观因素、行业因

素、市场因素）。 二、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根据收入

资本化法建立的现金流贴现模型（一般公式、内部收益率的

计算）；零增长模型（公式和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以及模型的

应用）；不变增长模型（公式和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以及模型

的应用）。 三、股票市场价格计算方法依据每股收益估算股

票市场价格的市盈率估价方法的公式及其计算。 第三节 其他

投资工具的投资价值分析 一、可转换证券：可转换证券的价

值（理论价值、转换价值的定义和计算）；可转换证券的市

场价格：转换平价、转换升水和转换贴水的概念、计算方法

和转换期限。 二、认股权证：认股权证的定义；认股权证的

内在价值的决定因素（股票的市场价格与认购股票价格之间

的差额和认股权证认购股票的数量）；认股权证的理论价值

和溢价的公式及其计算方法；认股权证的杠杆作用。 第四节 

投资基金的价值分析 一、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的概念和计算

方法。 二、封闭式基金的价值分析：封闭式基金的发行价格

的概念和组成（由基金的面值和发行费用组成），基金的交

易价格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基金资产净值、市场供求关系、

宏观经济状况、证券市场状况、基金管理人的管理水平以及

政府有关基金的政策）。 三、开放式基金的价值分析：开放

式基金的申购价格的概念和组成（由资产净值和销售附加费

用组成），赎回价格的概念、组成。 第三章 证券投资的宏观



经济分析（1-3） 第一节 宏观经济分析 一、宏观经济分析的

意义与方法。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

动趋势，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掌握宏观经济政策

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与方向；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总量分析法，结构分析法。 二、评价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变

量：GDP与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失业率；通货膨胀率

；利率；汇率；财政收支；国际收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第二节 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宏

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影响的途径：公司经营效益

，居民收入水平，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资金成本。宏观经

济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GDP变动（持续、稳定、高

速的GDP增长，高通胀下的GDP增长，宏观调控下的GDP减

速增长，转折性的GDP变动；经济周期变动）；通货变动（

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货紧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 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手段及其

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财政政策的手段包括：国家预算，税收

，国债，财政补贴，财政管理体制，转移支付；财政政策的

种类与经济效应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包括：减少税收、

降低税率、扩大减免税范围，扩大财政支出、加大财政赤字

，减少国债发行，增加财政补贴；分析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

影响应注意的问题。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作用；货币政

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

业务，直接信用控制，间接信用指导；货币政策的运作；货

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包括：利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

场业务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调节货币供应量对证券市场的影

响，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收入政策：收



入政策概述；我国收入政策的变化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三、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分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过人民币

汇率预期影响证券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过宏观面和政

策面间接影响我国证券市场。 第三节 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 一

、股票市场供给的决定因素与变动特点。宏观经济环境；制

度因素；上市公司质量。 二、股票市场需求的决定因素与变

动特点。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因素（市场准入，利率变动状

况，证券公司的增资扩股及融资渠道的拓宽，银证合作的前

景，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机

构投资者的培育和壮大。 第四章 行业分析（1-5） 第一节 行

业分析的意义 一、行业的定义。 二、行业分析的意义。行业

经济是宏观经济的构成部分，宏观经济是行业经济活动的总

和。行业特征是直接决定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行

业分析是上市公司分析的前提，是联接宏观经济分析和上市

公司分析的桥梁。行业分析旨在界定行业本身所处的发展阶

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对不同的行业进行横向比

较，为最终确定投资对象提供准确的行业背景。行业分析的

目的是挖掘最具投资潜力的行业，进而选出最具投资价值的

上市公司。 第二节 行业划分的方法 一、道-琼斯分类法。此

方法通常将大多数股票分为三类：工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

，然后选取有代表性的股票。此分类法是证券指数统计中最

常用的分类法之一。 二、标准行业分类法。此法把国民经济

划分为以下10个门类：农业、畜牧狩猎业、林业和渔业；采

矿业及土石采掘业；制造业；电、煤气和水；建筑业；批发

和零售业、饮食和旅馆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

、保险、房地产和工商服务业；政府、社会和个人服务业；



其他。 三、我国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我国将国民经济划分

为16个大的门类。 四、我国证券市场的行业划分。上证指数

分类法，将上市公司分为五类：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

事业和综合类；深证指数分类法，将上市公司分为六类：工

业、商业、金融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和综合类。 第三节 行

业的一般特征分析 一、行业的市场结构分析。根据行业中企

业数量的多少、进入限制程度和产品差别，行业的市场结构

基本上可分为：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

断。 二、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根据行业自身发展与国民经

济总体周期变动之间关联的密切程度，行业可被分为：增长

型行业；周期型行业；防守型行业。 三、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根据行业自身兴衰的演变过程，行业的生命周期被分为：

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第四节 影响行业兴衰的

主要因素 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不断推出新行业，同时不

断淘汰旧行业。 二、政府政策。政府影响的行业范围；政府

对行业的促进干预和限制干预。 三、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组

织创新是推动产业形成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社会习

惯的改变。社会习惯的变化会引起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变化，

进而影响行业的兴衰。 第五节 行业投资的选择 一、选择的目

标。投资者应当选择增长型行业以及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

行业进行投资。 二、选择的方法。行业增长比较分析：确定

该行业是否属于周期型行业；比较该行业的年增长率与国民

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计算各观察年份该行

业销售额在国民生产总之中所占比重。行业未来增长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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