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投资分析》第四章重点证券从业

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8_AF_81_c33_647625.htm 2011年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投

资分析》第四章 行业分析重点串讲，更多试题进入百考试题

在线考试中心！ 第四章 行业分析 第一节 行业分析概述 一、

行业的含义和行业分析的意义 (一)行业的含义 行业和产业主

要是适用范围上有所不同。 构成产业的三个特点： (1)规模

性. (2)职业化. (3)社会功能性。 行业和产业的主要区别为，行

业没有规模上的约定。 (二)行业分析的意义 行业分析的主要

任务包括： 1.解释行业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 2.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判断对行业影

响的力度. 3.预测并引导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4.判断行业投资

价值，揭示行业投资风险。 行业经济是宏观经济的构成部分

，是中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对象之一。 行业分析承上启下，是

基本分析的重要环节。行业分析与公司分析相辅相成。 行业

分析是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的前提，也是连接宏观经济分析

和上市公司分析的桥梁，是基本分析的重要环节。行业分析

和公司分析是相辅相成的。 二、行业划分的方法 (一)道-琼斯

分类法 是在19世纪末为选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代表

性的股票而对各公司进行的分类，是证券指数统计中最常用

的分类法之一。 道-琼斯分类法将股票分为三类：工业、运输

业和公用事业。 (二)标准行业分类法 把国民经济划分为10个

门类，对每个门类再划分为大类、中类、小类。 (三)我国国

民经济行业的分类 1985年，我国国家统计局明确划分三大产

业： 第一产业：农业. 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 第三产业：其



他 。 2002年，我国推出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标

准GB/T4754-2002，行业门类20个，行业大类95个，行业中

类396个，行业小类913个。 (四)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 最

初上海证交所将上市公司分为5类：工业、商业、地产业、公

用事业和综合等五类. 深圳6类：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

事业、金融业和综合等六类。 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4日公布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1.分类对象及适用范围。指引

是一个非强制执行的标准。 2.分类方法和原则： 《指引》以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为分类标准，所采用财务数据为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当公司的某类业务的营业收入

比重大于等于50%时，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类别.当公

司没有一类业务收入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如果某类业

务的营业收入比重比其它业务改入比重均高出30%，则将该

公司放入该业务的类别.否则，将其划为综合类。 3.编码方法 

《指引》把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和大类两级，中类

作为支持性分类参考。 4.管理机构 未经交易所同意，上市公

司不得擅自改变公司类别。上市公司因兼并、置换等原因而

营业领域发生重大变动，可向交易所提出书面申请，并同时

上报“调查表”，由交易所按照《指引》对上市公司的行业

类属进行变更。 《指引》将上市公司共分成13个门类，90个

大类，288个中类。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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