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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低估如何确定，如何判断股票是否被低估了？-股识
吧

一、如何判断股票价值低估 怎样计算股票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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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跌成所谓估值低的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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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股票不是价格便宜就安全，而是能不能快速脱离你的成本区。
才是安全

二、如何计算股票的价格属于低估

每股净资产就是每股股票的价值。
如果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那就可能低估了。
还有根据PE计算。
理论股价=PE*每股收益！

三、怎样判断一个股票是否低估？

专业人员一般会看三个数据，比较三个数据在同行业中的水平，得出股价是否被低
估：市盈率＝股价/每股年收益，越低越好。
市净率＝股价/每股净资产，越低越好。
市销率＝总市值/年营业收入，越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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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样能知道股票被低估

如果股票的股价低于市场整体市盈率或行业市盈率而被低估，一般是市盈率低，其
次是市净率低。

五、如何计算判断股票是否价值低估？

市盈率低就被低估 所
谓市盈率，是会计财务学上的一个比率，是以股价除以每股盈利而得出来。
或者，再简单一点说，这个比率就等于回本期。
若某股的市盈率为20倍，即表示投资者
须持有该股约二十年，才有机会完全回本（这里假设每股盈利不变）。
假如每股盈利增长理想，则持有该股的回本期将会缩短；
自然，回本期是愈短愈好。
由于股票的市盈率等于股票的回本期，市盈率愈低即回本期愈短，所以市盈率也是
愈低愈好。
市盈率可分为历史市盈率和预期市盈率。
一般人所说的市盈率，是历史市盈率，即以有关股票现价除以最新往绩的每股盈利
来计算。
不过，在买股票应买其前景的大 前提下，投资者更应考虑该股的预期市盈率。
预期市盈率，是利用每股的预期盈利来计算的；
不过，由于各证券行或基金对预测每股盈利评估不一，因此预期市盈率
也仅属参考数据。
至于哪个预期市盈率较可信，可看有关证券行或基金的预测往绩作判断。
无疑，市盈率能够简单、快捷地帮助投资者衡量个别股票的投资价值。
但若单以市盈率的倍数去决定该股是否值得买，似乎不是最佳的方法。
以市盈率选股，最好留意以下四点： （1）
股价走势：假如往绩每股盈利不变，股价的升势将直接刺激市盈率上升。
换句话说，市盈率升跌与股价供求是有关的。
在1997年牛市期间，中国光大控股，在人 为炒作下，其市盈率曾高达1000倍以上，
即回本期需一千年以上，股价升幅可谓已与其基本因素脱钩，追买或持有该股的风
险可想而知。
（2）每股盈利的增长走势：了解往绩每股盈利增长的好处，就是认清该公司的经
营往绩如何，若每股盈利反复无常，时好时坏，即使该公司的最新往绩每股盈利录
得佳绩，往绩市盈率被拉低，但并不等于其市盈率可持续维持于较低水平。
（3）宜先与同类股票的市盈率比较：不同行业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都不一，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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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股票的合理市盈率亦不同。
以优质基建股及公路股为例，若非处熊市，该类股的市盈率应值十倍或以上，因其
投资风险极低。
（4）宜先考虑大市气氛：大牛市时，二、三十倍市盈率的股票，也有很多人追捧
，原因是市场资金太多，而投资者购买股票很多时与股票的基本因素无关。
相反，若处熊市时，即使市盈率不足十倍，该股亦未必吸引到投资者购买，因市盈
率之所以偏低，或与股价大跌有关。

六、如何判断股票价值低估 怎样计算股票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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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跌成所谓估值低的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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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股票不是价格便宜就安全，而是能不能快速脱离你的成本区。
才是安全

七、如何判断股票是否被低估了？

证券分析的目的并不是要搞清楚某只股票的内在价值到底是多少，而是只需要搞清
楚其内在价值相对其股价是高还是低就行了。
出于这个目的，只要有一个大概的，近似的内在价值数字就足够了。
打个比方说，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够选举年龄并不需要知道她的确切岁数。
无须知道一个人的确切体重，我们也知道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如果您发现某只股票被低估了，但您同样要承担价值回归缓慢的风险，在价值缓慢
的回归过程中，许多价值因素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可能已经不值得一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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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何判断股票被低估

1、市盈率，当前股价除以每股盈利2、市净率，当前股价除以每股净资产一般情况
下，低于市场整体情况下的以上2点股票属于低估值股票，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依据
，有些股票参考的未来成长点市盈率远高于市场，也属于低估值股票。

九、如何判断股票是高估还是低估

当我们对基本面看好的一只股票连续上涨时，是追还是观望?当一只股票连续下跌
时，会再跌还是有可能强劲反弹?这些问题其实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即是怎样
判断一只股票现在的价格是低还是高?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就会充
满自信的面对涨跌，充满自信的买卖股票了！为股票估值，先要看两个指标，PB
和PE.通常情况下，PB和PE越小越安全，越有投资价值.但是，这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条件，这个公司未来的成长性没有问题.如果脱离这个前提条件，那么，这个指标
就会经常失效了.比如：现在钢铁股的PE都小于10了，PB都小于1倍了；
而有些股票的PE是20多，PB有的是5倍，甚至更多！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买1倍PB
的就一定比5倍的未来的收益就更高呢?或者风险更小呢?这可不一定！还是要看未
来成长性怎样.成长性好的，PB和PE会在未来很快的降下来；
反之，成长性差的，未来就会上升了！所以，估值，不能只看眼前的业绩，而是取
决于你对一只股票未来业绩情况是怎样的判断.如果你看好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
那么，现在的钢铁股显然是处于低估的区域.对于房地产和金融等股票也是这样.但
是，在弱市中，市场给予优秀的公司低估值是正常的.对于投资者，应该知晓，弱
市和强市的转换规律.应该知晓，弱市和强市市场会分别给予这些公司各怎样的估
值.我们要怎样才能从中获利.而对于科技股，则要区别对待.科技股的成长性主要看
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和管理层的综合能力.而这，是不可预知的.如是你对这个公司
的管理者非常信任，则可以持股.根据你对这个公司成长性的判断，也可以给予相
对较高的估值.上面，今天我们主要谈了，成长性与估值/低估/高估的关系.再谈了
，弱市和强市与估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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