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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专业投资自我训练》是为那些有志于成为专业投资者的人士而编写的。
“客观、务实、规范、高效”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本书涉及到“专业投资者、成功投资的基础、三位一体运作模式、证券投资理论、成功投资训练实务
、心理控制、风险管理、技术指标的缺陷、证券信息资料收集与整理、证券投资与时间管理、投资表
格”等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证券投资活动中的主要问题。
这本书对广大投资者学习投资理论和指导实战操作具有极高实用价值。
　　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将你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专业投资者。
让你在证券市场上实现成功规避投资风险，达到持久、稳定的必然获利。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众多学科的专业教材与著作，包括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心理学等等，并借用了其中的部分资料，在此特作说明，并向有关作者表示谢意。
　　限于本人的水平，本书可能存在某些缺点甚至错误，敬请广大读者和证券业内人士批评指正。
　　夏生浩　　200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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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观：本书所有内容均符合专业投资活动的实际需要,它将为你的投资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务实：本书各个章节都是针对专业投资者完成实战性需要而设计的,是一本实用型极强的工具书。
     规范：本书有别于其它证券书籍,结构完整。
层次分明。
条理清楚。
简洁精炼。
     高效：无论您是业余投资者还是专业投资者,只要您接受本书系统的学习,就可以达到持久。
稳定获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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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证券信息资料收集的方法　　1.文献资料法。
就是投资人通过查阅证券文献资料以获取信息资料的一种方法。
证券文献资料种类繁多，采用本法通常可获得量大、面宽的信息资料。
下面介绍几种方法：　　（1）证券文献资料的查找方法。
根据投资人是否需要检索工具，证券文献资料查找方法可分为追溯法和索引法两种。
　　追溯法就是投资人通过证券学术书刊所附的参考文献，逐步追踪查找其他相关证券文献的一种方
法。
　　索引法就是投资人利用检索工具直接查找证券文献的一种方法。
　　（2）证券文献资料阅读的方法。
证券文献资料阅读多采用泛读和精读两种方法。
　　泛读就是通过对证券文章的摘要、引言、小标题、结论等浏览，以对证券文章有个大致的了解。
　　精读就是在泛读的基础上，熟悉其重点内容，掌握其主要论点、论据和结论等。
在精读过程中，投资人应对证券文献资料的核心内容进行摘录。
　　（3）证券文献资料累积的方法。
证券文献资料累积的方法有很多种，较常用的证券文献累积方法是摘要式笔记和报道性文献卡片。
　　摘要式笔记和报道性文献卡片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证券文献资料发表的出处、时间、作者姓名、研
究主题、研究对象、实验程序与方法、论证论题的事实依据、研究结论、尚未解决的问题等。
　　2.网络法。
网络信息具有“多、快、全”的特点，利用计算机网络收集证券信息资料是一种便捷、高效、低成本
的方法。
　　投资人在利用计算机网络收集证券信息资料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需要性原则。
它规定了证券信息资料的收集必须满足于投资人自身的实际需要。
　　（2）科学性原则。
它规定了对证券信息资料应当选之有理、持之有据，即被选择的证券信息资料必须具有科学的理论依
据和事实依据。
　　（3）可行性原则。
它规定了证券信息资料的收集应从主客观条件出发，即投资人自身具备的基础理论水平、专业功底、
研究能力等能否胜任。
　　二、证券信息资料的加工与整理　　在对证券信息资料管理的过程中，投资人所收集到的信息资
料，一般来说，是零乱的、分散的、无序的，不能直接加以利用，必须对其进行加工、整理。
证券信息资料加工、整理过程就是把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资料（如：政府政策、行业动态、公司财务报
告等）进行分类、筛选、鉴别、整序、编写和研究的过程。
　　（一）证券信息资料加工和整理的基本要求　　广——加工、整理证券信息资料要广泛、系统。
　　准——处理证券信息资料要多方比较、分析，抓住证券信息资料最本质的东西。
　　精——在准确性的基础上对证券信息资料进行优选、提炼，使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快——整个证券信息资料加工、整理工作要快速运转；运转越快，实用价值就越高。
　　经济——在证券信息资料加工、整理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价值与费用之间的关系，要讲求经济
效益，尽量节省各种费用。
　　适用——证券信息资料加工和整理一定要符合投资人的实际需求，以适用为目的。
　　总之，以上基本要求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集中反映了在证券投资中信息资料加工、整理的
数量与质量、时间与效益的统一。
　　（二）证券信息资料加工和整理的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鉴别→筛选→整序→编写→研究　
　1.鉴别。
鉴别是对证券信息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可信性进行分析，以判断其误差的大小以及时效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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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别方法：　　（1）逻辑分析。
即对证券信息资料的内容进行逻辑分析，看其是否有前后矛盾、与实际相悖等疑点。
　　（2）核对。
即主要依据权威资料，对原始证券信息资料进行对照比较，以消除差错。
　　（3）复查。
即对含混不清而又事关重大的证券信息资料，采取重新调查的方法进行鉴别，以保证其准确性。
　　（4）验审。
即对证券信息资料收集的方法进行鉴别，对某些重大的证券信息资料还要了解其收集的渠道和步骤。
　　在对证券信息资料进行加工和整理的过程中，以上方法可以交叉使用、互相补充。
　　2.筛选。
筛选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对获得的证券信息资料进行挑选。
通过挑选来提高证券信息资料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筛选方法：　　（1）评估法。
对某些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证券信息资料，可以请有关证券投资专家或专业投资人士进行评估，根
据其价值的大小进行选择。
　　（2）时序法。
即按时间顺序逐一分析排列的证券信息资料。
　　（3）查看法。
即剔除内容相同、重复的证券信息资料，选出有用的证券信息资料，以减少其他环节的无效劳动。
　　3.整序。
整序就是把杂乱的、无序的证券信息资料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归类、整理。
整理方法主要是分类。
　　4.编写。
编写是对证券信息资料的具体加工。
在对证券信息资料进行编写时，要求做到全面、真实、准确。
　　编写时三忌：　　（1）虚构。
即无事实根据的或根据不足的编写。
　　（2）夸张。
即过分夸大某一事实，使其本来面貌发生畸形变化。
　　（3）冗长。
编写证券信息资料时若过于冗长，就会喧宾夺主甚至淹没主题。
　　5.研究。
研究是在对证券信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判断、推理，形成具有新价值、有深度的证券
信息资料，它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信息资料加工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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