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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股道（上）》以中国经典文化——道学、佛学及易学，诠释中国股市形成与发展之特性。
以1990年上海证交所成立为起点，至2012年，探索中国股市二十余年运行之轨迹。
《股道（上）》以叶氏技术分析系列、叶氏牛股精选独门绝技，揭秘中国股市投资操作的制胜方略。
以“大势之道”、“选股之道”、“技术之道”、“修心之道”四卷，构成中国股市完整的分析体系
。
以《股道》之精粹、《股经》之并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投资人开辟一条走向成功的赢家之路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股道（上）>>

作者简介

　　叶国英，（笔名：桑榆、叶子、冬青）历任《上海证券报》记者、宝鼎证券投资基金高级顾问、
财通投资顾问公司编辑部经理、江苏兴业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经理、世基投资顾问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等职，曾被《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现代证券报》、《金融投资报》、《证券市场周刊
》等多家证券媒体聘任为专栏作者，先后发表文章数千余篇，以擅长大势分析和热点发掘而享誉股坛
。
以其二十载传奇般的投资生涯和令人惊叹的投资业绩被网民称为“东方股神”，其真诚爽直及坦率的
个性风格，堪称投资界一杰，其文章视角独特、见解精辟，且文风朴实、词采斐然，富有哲理，从而
备受证券界推崇。
其著述颇丰，已出版《上海股市日志》、《上海股市纵横》、《大势与热点》、《家庭投资理财》、
《中国B股投资大全》、《我的炒股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证券市场》等书，并为《金融投
资报》“一叶之秋”专栏长期撰稿。
《股道》一书，汇中国股市之经纬，积作者成功之经验，历经三载风雨春秋，潜心研究，数番检验，
并独家披露研判大势的叶氏技术组合和精选牛股的叶氏独门绝技，堪称证券书坛之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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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股道》开篇股市三品第一卷 大势之道1．中国股市八大特征2．大势分析之一——政策历年重大政
策及市场效应政策内容与市场关联性分析GDP、CPI及利率与市场关联性分析中西救市政策的差异政
策与股市关联性的五大脉络3．大势分析之二——底底的概念底的预测底是跌出来的吗底的观察与判
断：底部的十大市场信号底的形成底的三大原则性策略4．大势分析之三——顸顶的概念顶的观察与
判断——顶的十大市场信号顶的形成与策略第二卷 选股之道1．伯乐相马之道2．选股与相马3．上海
股市十大牛股解析4．上海股市十大牛股评析5．上海股市熊市期十大牛股解析（2001年6月～2005年6
月）6．上海股市牛市期十大牛股解析（2005年6月～2007年10月）7．上海股市牛市期十大熊股解析
（2005年6月～2007年10月）8．上海股市牛市初期十大熊股解析（2006年初～2006年11月）9．上海股
市牛市后期八大牛股解析（2007年初～2007年10月）10．上海股市牛市不同阶段牛股评析（2005年6月
～2007年10月）11．选股之道的方法与灵魂大盘股与小盘股的灵活选择中小板与创业板的牛股选择ST
股中的牛股选择资源类股的牛股选择庄股的借鉴与识别B股的牛市机遇12．市盈率的灵活把握13．选股
之道的重要工具——估值14．选股之道的重要手段——借势而为15．价值投资与趋势投资16．QFII选
股思路借鉴17．彼得·林奇的选股思路借鉴18．沃伦·巴菲特的选股思路借鉴19．乔治·索罗斯的选
股思路借鉴20．股圣的成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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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国股市八大特性　　股市如战场。
既上战场，就要了解市场、熟悉市场、顺应市场。
就像一位指挥员，在发动战斗之前，必须察看地形、地貌、地理条件、气候变化，必须掌握敌方的规
模装备、作战能力及行军布局，此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摊开沪、深股市月K线图，中国A股市场近20年的战争风云便尽收眼底。
看市之道的首位，就是从大盘走势的历史轨迹中，将中国A股市场的八大特性了然于胸（以上证指数
月K线为例）：　　（1）大盘走势尽管曲曲折折、震荡起伏，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
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证综合指数开始，100点为基点，至2007年10月已攀升至6 124
．04点，17年中指数升了61．2倍。
17年中年K线为阳线的11根、为阴线的7根。
这表明主流趋势是上升。
在这17年中，1992年与2006年的年升幅分别为166．6％和130．4％，居升幅之前，而2008年与2001年年
跌幅分别为65．39％和20．6％，居跌幅之首。
同时，2007年与2008年高低震荡区间分别为3 582．5点和3 857．85点，显示出中国股市已从封闭式的江
河融人全球股市的汪洋大海，其风浪的级数已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
但从1991年至2008年的18年时问年均升幅为29．9％，分析计算，依然证明股市是最具投资价值的市场
。
　　（2）顶部与底部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且往往互为转换。
1992年5月上证指数第一次从1 429．01点深幅回调，当时市场一片恐慌，1 429点被视为难以逾越的顶部
。
而当指数跌破．400点时，又极其悲观地认为还将跌至200点，然而仅隔了10个月，上证指数便创出1
558．95点的新高，400点仅停留5天便一跃而起，成为看空者后悔不迭的底部。
逃顶和抄底是投资者梦寐以求的机遇，然而成功者寥寥无几。
重要的在于高点时不要贪婪，留一点清醒；低点时不要恐慌，留一点信心和希望。
　　（3）牛熊搏杀，生生不息。
牛市、熊市各领风骚：牛短熊长、牛弱熊强是十八年中国A股市场历史轨迹留下的第三大特性。
从1992年放开股价开始，属于牛市的走势1992年为5个月，1993年为3个月，1994年为2个月，1996年
为12个月，1997年为5个月，1999年为2个月，2000年至2001年为18个月，2005年至2007年为28个月，总
计为6年3个月，其余近12年均为熊市。
因此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者，牛市要守得住成果，熊市要经得起忍耐。
　　（4）年底冬播入市、夏初收获休息，基本能获取20％左右的收益。
从1991年至2008年的17年，年走势统计凡在当年11月投入资金进行冬播，至次年5月结算，上升的年份
为13个，下跌的年份仅为4个。
以13个年份平均计算，收益为65．7％：如果更准确计算，去掉最高与最低二头，平均收益达35．4％
。
如果以17年平均计算，升幅也达16．8％。
可见，冬播夏收、春秋休闲不失为一种轻松简便的傻瓜投资法。
　　（5）七亏二平一赢似乎是难以改变的现状。
尽管走势曲折向上，但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常常使多数人投资失误。
同时误听消息、误信分析，又常常产生“自己的钱袋服从于别人的脑袋”，导致“盲人骑瞎马，夜半
临深池’’的后果。
而中国A股市场的新兴加转轨的性质，又难免会出现个别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的现象，继而又派生
出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四年sT的畸形发展之路。
而在法规制度尚不完善的背景下，上市公司业绩造假现象又屡屡发生，众多投资者在多种陷阱包围中
，如入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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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内外金融风云，变幻莫测。
所以成为一个赢家必须始终谨记风险下的机遇、机遇中的风险。
　　（6）中国A股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
与海外股市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要求股市健康稳定地发展，既不愿看到暴涨也不愿看到暴跌，所以暴
涨也管，暴跌也管，而海外股市一般更多的是管跌不管涨。
从18年指数运行的轨迹中，不难发现在阶段性的高点和底点均有政策驱动的痕迹。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不仅证明了政府对股市干预的必要性，而且使政策进一步
成为研判大势趋向的重要因素。
　　（7）中国股市不仅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股市，而且是一个多元结构的股市，具有相互依存、相
互牵动的特征。
在沪深股市之间曾出现“深市下雨、沪市打伞”，“深市感冒、沪市流涕”的传言，这是因为深市规
模小、游资流动性强、投资群体对风险和机遇较为敏感。
同时与A股相映的还有B股市场。
深市B股以港币结算，沪市B股以美元结算，B股市场在趋势的转折上往往领先A股，因而市场曾产生“
看A股先看B股”的经验之谈。
在香港回归之后，中资企业的H股也逐步对A股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同一企业下，不同的投资人，在A
股、B股、H股之间寻求估值平衡的结果。
所以研判A股走势，须综合参照沪深两市及A股、B股、H股的变化。
　　（8）大小非对市场的影响不可避免。
如果说2005～2007年的大牛市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下的产物，那么2008～2010年市场将必须为大小非解
禁付出代价。
这是中国股市走向全流通时代必须经历的痛苦历程。
由于大小非规模巨大（相当于目前流通市值的2～3倍）且成本低（有的是零成本或负成本），所以抛
压巨大，随时会对市场的供求平衡产生严重影响，虽然管理层设立大宗交易平台及限制措施，但全流
通是大势所趋，是必须兑现的承诺，所以2009年及2010年的大小非解禁高峰时期，市场将会重新寻求
价格与价值的平衡中枢。
　　这八大特性可谓是中国A股市场的经脉所在，也是看市之道的首把钥匙。
理顺经脉，把握钥匙，入门也就有了清醒的思路。
　　2．大势分析之一——政策　　中国股市素有政策市之称。
从1990年股市初创时期邓小平同志关于股市姓“社”还是姓“资”容许试的重要讲话，到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下中国式的三大救市举措，几乎在大势运行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有政策的及时引导。
而中国首批股民由于在股市初创期在深圳买了“深发展”股票，在上海买了《认购证》获得了发家致
富的第一桶金后，更产生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原始感情。
二者结合，便使政策面、基本面与心理面三方汇合，组成了推进大势的强大动力。
因此，政策不仅是股市的生命，更是大势的经脉。
据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在中国股市异常波动的成因中，政策因素占比72％。
对此，曾有不少学者专家认为行政干预过多。
在中国股市近20年的风雨历程中，对政策的争论从未间息，至2008年股灾面临之际，更有人以“市场
经济捍卫者”的角色，声言：“不宜救、不必救、不能救。
”然而，现实是一场全球性的救市联手而起，中国政府更是以出拳重、措施实、见效快的系列政策，
使股市止跌企稳。
美国政府作为全球金融海啸的中心，之所以在这次百年未遇的危机中竭尽救市之道，这是因为1929年9
月到1933年1月间，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到62．7美元，数千家银行
倒闭，数万家企业关门，1 300万人失业，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直到21年后的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
水平。
惨痛的历史教训告示世人，单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难以保障经济及金融的健康运行。
政府必须在市场失去自身修补功能时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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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百年金融危机再次证明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因此看市之道将政策视为大势分析的首要因素。
投资人在把握中国股市的八大特征之后，随之需要认识的便是从近20年的历史轨迹中，去熟悉了解和
研究分析不同时期的政策内容、方式、方法以及市场效应，从中去把握政策出台前后的风险与机遇，
及时制定领先一步的投资策略和操作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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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股道亦财道，股道无捷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有以有道之智慧、有道之功力、有道之技巧和有道之心态，才能成为有道之
赢家。
叶国英老师亲历近二十年中国股市的风雨沧桑，既是见证人又是参与者。
亲眼目睹了在鲜花与陷阱、座上宾与阶下囚，以及富豪的上榜与落榜之间的零距离接触，亲身感受到
贫富的转换、成败的颠倒，于是，积十数年股道探索之经验教训，集股海生涯的万千感慨和领悟，笔
耕《股道（上）》，并从大势之道、选股之道、技术之道、修心之道四方面细加阐释。
诚愿读者诸君，取财有道，生财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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