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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修订版：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第2版）》是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修订版。
本书以专业理论与实务操作相结合为特色，以实际能力训练培养为目的。
全书分为证券市场概说、证券投资工具、证券市场的运行、基本分析、技术分析、投资行为与策略分
析、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期货、证券投资法律法规9章，同时，涵盖了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的基本内容
。
全书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内容精炼，板块指引，有助训练。
不仅适合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财
政金融、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作为社会从业人员的业务参考书和培训用书。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修订版：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第2版）》提供数字课程
的学习，欢迎读者登录经管理实一体化课程平台，获取相关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及交流活动，同
时完成在线实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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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证券市场概说核心内存教学目的第一节 金融市场体系一、金融市场的概念二、金融市场的基
本分类三、证券市场及其构成四、证券市场的功能第二节 证券市场主体一、各级政府二、工商企业三
、居民个人四、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五、中央银行第三节 我国的证券市场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证
券市场二、改革开放后的证券市场三、证券交易方式的变革第四节 证券市场的构成要素一、市场主体
二、交易工具三、中介机构四、自律组织与监管机构名词概念要点回顾复习思考课后练习网上实训参
考文献第二章 证券投资工具核心内容教学目的第一节 有价证券一、有价证券的内涵与特征二、有价
证券的分类三、有价证券的功能第二节 股票一、股票的内涵、性质与特征二、股票的类型三、我国现
行的股票类型四、股票的价值与价格五、股票指数及其编制第三节 债券一、债券的内涵、性质与特征
二、债券的分类三、债券收益的计算四、债券的价格与计算第四节 证券投资基金一、证券投资基金的
内涵与特点二、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类三、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构成及关系第五节 金融衍生工具一、
金融衍生工具的内涵与特点二、金融衍生工具的类型三、远期工具四、期货工具五、互换工具六、期
权工具名词概念要点回顾复习思考课后练习网上实训参考文献第三章 证券市场的运征核心内容教学目
的第一节 证券市场的构成一、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二、证券市场中介三、自律性组织四、证券监管机
构第二节 证券的发行一、证券发行的作用二、证券发行方式和发行制度三、证券的发行与承销四、证
券的发行价格第三节 证券的交易一、证券交易市场构成二、证券交易方式三、证券交易程序名词概念
要点回顾复习思考课后练习网上实训参考文献第四章 基本分析核心内容教学目的第一节 基本分析概
述一、基本分析的概念及意义二、基本分析的依据和主要内容三、基本分析的方法第二节 宏观分析一
、国民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二、货币供求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三、两大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四
、宏观分析的基本变量第三节 中观分析一、行业划分概述二、区域分析三、板块分析第四节 公司分
析一、公司基本素质分析二、公司财务分析三、财务分析的主要指标四、财务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名
词概念要点回顾复习思考课后练习网上实训参考文献第五章 技术分析第六章 投资行为策略分析第七
章 证券投资基本第八章 股票期货第九章 证券投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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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债券市场品种多样化，发展规模逐年递增。
1991-1996年，我国共发行各种国债6 023.83亿元，金融债券2 168.87亿元，企业债券1 900.98亿元，国际
债券66.60亿美元。
国债品种从单一的国库券增加到财政债券、特种债券、定向债券等多种形式；票面形式分为无记名、
凭证式、记账式；债券期限从3个月、半年、1年到2年、3年、5年、7年、10年以至更长。
金融债券从商业银行发行的一般金融债，发展为以政策性银行发行政策性金融债为主。
企业债主要包括地方企业债券、重点企业债券、国家投资债券、企业短期融资债券，以此为重点企业
和重点建设项目筹集发展资金。
在这一时期，国债发行实现了以市场发行方式取代行政摊派方式。
1991年试行了承购包销方式，1993年建立了国债以及自营商制度，1996年采取招标方式。
国债市场从零售市场向批发市场的转变，提高了国债的发行效率，保障了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顺利进
行。
　　第三，建立了全国性统一有序的证券交易所市场。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先后正式运营，由此标志着我国证券集中交易市场
的形成。
1990-1993年，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股票交易集中于证券交易所，建立起统一的市
场体系，实现了股票交易的集中化。
在此基础上，对交易所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统一，实现了交易和结算的集中化、标准化、无纸化和电脑
化，提高了市场的运作效率。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催生和培育出一大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证券中介机构。
　　第四，编制和发布了股票市场综合指数、分类指数和成分指数。
加强了对证券信息和上市公司信息的管理，规范了交易秩序，加强了风险管理。
随着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品种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交易所会员和投资者的大量增加，交易所的辐射
能力也大大增加，沪、深证券交易所从地区性的市场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证券市场。
　　第五，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系。
1991年8月，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
作为我国证券业的自律性组织，对维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完善证券市场体系和促进证券业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及其监管执行机构中国证监会宣布成立，进而标
志着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专门机构产生。
随着全国性证券监管机构的诞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集中、统一的监管组织体
制逐渐完善，1996年3月，中国证监会分批授予地方监管部门行使部分监管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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