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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正处在快速发展之中，伴随着市场的演进，证券投资不仅成为社会大众一种
重要的投资工具，而且成为行业投资的一种长期的赢利模式，其规避金融体系风险、促进证券市场发
育、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彰显，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市场已经成为我国今后乃至相当长的历史
时期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的历史比较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处在
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但是其速度和规模却获得了超常的发展，证券投资产品、投资方式与管理方法的
创新层出不穷，日新月异。
截至2009年年末，我国股票市价总额已达到243939.12亿元，股票成交总额535986.74亿元，列于国际证
券市场的前列；继权证、创新型基金、IPO和创业板推出之后，股指期货随之而出。
　　面对证券市场如此规模宏大、变化万千的现实，如何贴紧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的脚步，编撰一
部面向就业、面向市场、讲实效、重技能，既注重理论与实践知识的系统性，又使传统内容与创新内
容相结合，结构严谨、避免重复的证券投资教材，以满足教育教学的需求，就成为作者编写的初衷。
　　在编写体例方面本书以证券投资产品为切人点，纵向深入、一气呵成，突出每一种投资产品的特
点、功能以及具体的投资运作过程和运作方式的连贯性，同时兼顾各种投资产品之间的相互对比的关
联性。
注意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在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业务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的协调发展方面创造条件。
　　本书在每一章开篇增加了本章的学习目标，作为学生学习的开篇指导；章节后列示本章小结、重
要概念、复习思考题，突出学习要点，强化章节的知识点联系和内容的逻辑关系，起到复习和深化课
堂讲授的作用；通过习题参考答案和教材课件为读者自学提供方便。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才凤玲编写第3、第10章，尹海英编写第6、第7章，何嵬
编写第4、第9章，李明编写第2、第8章，郗修方编写第1、第5章。
全书由郗修方总纂、修改定稿。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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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证券投资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证券市场的实践需求和创新发展，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证券投资
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贴近实际、讲求实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是本书编写的突出特点。
在编写体例方面以证券投资产品为切入点，纵向深入、一气呵成，突出每一种投资产品的特点、功能
以及具体的投资运作过程和运作方式的连贯性，同时兼顾各种投资产品之间的相互对比，以强化知识
点的关联性。
    本书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可作为高职高专证券投资、理财、金融、国际金融、保险等专业
学生的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其他经济类专业学生选修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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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虚拟资本是以实际资本为基础的　　首先，没有实际资本或实际经济，就没有虚拟资本。
即如没有股份制企业，没有发行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经济实体，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就不可能出
现，虚拟资本也就不可能产生。
　　其次，实际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
虚拟资本虽然可能比较容易获得利润甚至大额利润，但不能创造价值，利润的价值最终来源于实际经
济。
虚拟资本要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际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
　　（2）虚拟资本又独立于实际资本之外，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　　虚拟资本虽产生于并必须借助
于实际资本，但又是从实际资本独立出来的另一套资本。
以上市股票为例，投入股份制企业的资本实际以劳动力、厂房、机器原料、成品等形式处于生产和经
营过程，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发挥着资本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这些股票中有的又在资本市场流通转让，频繁交易，被用于获取交易（价差）利润，充
作同实际经济相对立的另一套资本的载体。
如果考虑到在有价证券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金融衍生工具，则同实际资本相对立的就可能是几套资本。
一套资本变为几套资本，前一套资本是实际资本，后一套或几套资本就成为虚拟资本。
　　作为虚拟资本载体的有价证券成为商品能够流通，不是因为它们作为商品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
流通使它们成为商品。
有价证券不是劳动生产物，本身不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而没有价值。
但它是所有权证书，能够带来收益，收益便成为其“市场价值”的内容。
在信用制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把凭借所有权带来的定期收益，以市场利息率为尺度，就能计算出资
本的收益水平。
虚拟资本的价格波动既决定于有价证券的供求，也决定于货币的供求。
其价格的涨落，取决于证券和货币两种资产相互之间的替代程度，而影响它们之间相互替代程度的因
素，是人们对资产的选择。
　　1.1.3 实物投资与证券投资　　一般意义上来说，投资是预先投入货币或实物，以形成实物资产或
金融资产，借以获取未来收益的经济行为。
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获取未来收益的目的而提前进行财富预付的行为。
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按照其形成的资产形态也就分为实物投资和金融资产投
资。
　　1.实物投资　　实物投资是指企业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直接投入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以获取
收益的行为。
投资直接形成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并为从事某种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必要条件，具有与生产经营紧密联
系、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变现速度慢、流动性差等特点。
实物投资主要形式有：①投资者开办独资企业、直接开店等，并独自经营；②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办合
资企业或合作企业，从而取得各种直接经营企业的权利，并派人员进行管理或参与管理；③投资者参
入资本，不参与经营，必要时可派人员任顾问或指导等。
　　2.证券投资　　无论社会资产或是个人资产都可以划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是指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金融工具的总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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