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恩华尔街选股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江恩华尔街选股术>>

13位ISBN编号：9787806887394

10位ISBN编号：7806887393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天津社科院

作者：威廉·D·江恩

译者：武京丽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恩华尔街选股术>>

前言

　　前言　　每一位华尔街上的股票交易者都是奔着赚钱才入市的， 不过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那样， 大多数交易者实际上是赔了钱。
他们赔钱的原因五花八门，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挑选股票， 并在正确的
时间进行买入和卖出。
我期望能给交易者提供一些经过实战证明有效且实用的操作法则， 它们不仅可以让交易者学会如何选
择正确的股票， 同时可以将买卖的风险降至最低。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带给大家一个与时俱进版的《股票行情的真谛》， 让每位股票投资者
和交易者能从我最近7 年来弥足珍贵的经验中获益。
如果读者能靠它们赚到钱， 那就证明这些经验对他同样也是有价值的。
　　在人的一生中， 我们总会有些明确的目标或是得到幸福的希望。
金钱并不能带来所有的一切， 我们也不可能总是靠钱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 帮助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自救， 所以将知识和理念正确地传授给他们是
我们为他们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同时， 这对我们自身也有益。
成千上万位读者曾经写信给我， 说我通过《股票行情的真谛》一书给了他们很大帮助。
我相信， 比起其他任何一本书， 这本《江恩华尔街选股术》将会给予你更多的知识， 而你依靠这些
知识赚的钱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
如果这本书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我的辛劳也就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威廉&middot;D&middot;江恩　　1930 年4 月24 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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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恩华尔街选股术》可以说是《股票行情的真谛》一书的升级版，江恩先生经过七年多的时间
，对股市又有了更多新的发现与认识，于是，应大众要求，他专门写作了这本教读者如何挑选个股、
如何进行恰当买卖的操作指南，并期望通过传授这些知识，让更多读者通过投资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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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D?江恩，1878年6月6日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路芙根的一个爱尔兰裔移民家庭。
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对江恩影响很大，他从小熟读《圣经》，并宣称正是在《圣经》中发现了
市场循环理论。
威廉?江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交易者之一，他研究出一套系统的交易分析工具与方法，如江恩角度
、9方图、六边形、360度循环等。
1902年，他24岁时做出了第一笔交易；1909年，著名TICKER杂志发表江恩著名的预测与交易记录，他
在25个市场交易日共操作了286次交易，平均20分钟1次，其中264次获利，只有22次亏损，获利率高
达92.3%，让本金增长了10倍。
江恩于1928年11月3日出版的新年展望中，预言1929年股市大崩盘，结果1929年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
天下跌23%，引发世界经济危机。
除预测市场外，江恩还对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大战结束时间等进行预测，并被事实加以证实。

　　江恩将自己终身的投资理念与技巧融于其经典之作中，包括《股票行情的真谛》(1923年)、《江
恩投资哲学》(1927年)；《华尔街选股术》(1930年)；《新股趋势探测》(1936年)；《如何从商品期货
交易中获利》(1941年)；《江恩华尔街45年》(1949年)。

　　威廉?江恩于1955年6月去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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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的期限
　股价被操纵的股票
　有过巨大涨幅的股票
　新 股
　你从没听说过的做空真相
　为什么股票要拆分和宣布分红
　谁拥有公司
　利率、债券和股票价格
第6章 投资者应如何交易
　投资者何时应获利了结
　投资者应关注些什么
　买入上市多年或资历深的股票
　如何操作与大盘走势相反的上市多年的股票
　投资安全
第7章 如何选择牛市早期和后期的领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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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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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未来的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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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类股
　留意个股的未来机会
　美国橡胶的未来
　钒钢
第9章 将来的情况和发展
　超买的股票
　生产和消费
　投资信托公司
　兼并与合并
　战争赔款债券
　投资者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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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恩提供的服务将如何帮助你
　江恩对1929年股市的预测
　对1929年的总体展望
　哪些因素会导致下一次的经济萧条和股市下跌
　我是如何预测股票、棉花和谷物市场的
　供求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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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股市进入新时代还是经济周期发生了改变　　在1927 年、1928 年和1929 年上半年, 许多人
都在说股市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说是联邦储备银行在防止市场出现恐慌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很多经济学家、银行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运营者和商界人士都表示, 像1907 年和前些年那样由于货币
出现状况而引发市场恐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同时他们也在津津乐道金融领域和股票市场的黄金
时代近在眼前, 但是他们好像已经忘了在1920 年和1921 年都发生过什么事情。
在1919 年大牛市行情后,1920 年到1921 年股市的下跌就是冻结贷款和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而那时已经有了联邦储备银行, 但是却没能阻止自由债券跌到大约85 美元, 对于股价下跌至1914 年世界
大战前以来的最低平均水平也是无能为力。
在此, 我要引用一篇1927 年11 月28 日出现在某主流报纸中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再见了, 经济周期》。
　　这个被妖魔化了的&quot;经济周期冶已经大体上失去它引发人们恐惧的能力。
科学化的管理似乎已经克服了这一弊端。
几年前总能听到关于经济繁荣和萧条会循环往复的言论, 讲这些话的那些所谓经济预言家大都是自封
的, 他们习惯谈论经济循环, 并对工业和金融发出严重预警。
这些预言家宣称, 经济的波动就如同海里的波浪,波峰越高, 波谷就会越深。
他们认为这就是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以此妖言惑众, 倒是为自己敛了不少财。
　　但是这个魔咒已经不灵了, 而且这些预言的阴霾也已然消散。
各行各业的经商之士都摆脱了这样一种近乎迷信的想法。
他们发现&quot;经济周期冶只不过就是立在田地里来吓唬小鸟的稻草人。
他们也知道了只要公司业务平稳发展, 那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决定生意成败的全部必要条件是要有基本的业务知识, 要与他人进行合作, 再加上良好的判断力。
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quot;经济循环论冶的鼓吹者,但即便他们不停地念这些无用的咒语, 以至于喊破
了喉咙, 这些年以来经济依然一路向好, 没有出现过什么&quot;循环冶, 甚至连丁点儿兆头都没有。
经济空前繁荣, 其基础也就再扎实不过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商界人士们已经学会了该如何去应对。
　　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个作者有多么自信, 他竟以一句&quot;经济空前繁荣, 其基础也就再扎实不过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商界人士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去应对冶来收尾。
对于这位作者的诚实和尽责, 我一点也不怀疑, 但他要么是得到了错误的讯息, 要么就是能力实在有限。
他对过去的回顾实在是不够久远, 所以无法知道在股市和经济中历史一直在重演。
　　1929 年深秋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股市恐慌, 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萧条,这就验证了经济周期的确会
循环往复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当我们感到自己好像处在新时代的时候, 其实那只不过是在重复原有的经济周期或状况而已,这在每次
战争结束几年后总会出现。
　　交易者如何被股市周期所愚弄　　很多华尔街股市上颇有资历的老手, 在1921 ~1929 年这轮牛市行
情中却如十足的门外汉一样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
　　股票交易者中有许多人对股市历史交易记录的研究仅限于1901 年到1921年之间, 有的人甚至连这段
交易史也从没回顾过, 于是他们通过看其他人写的材料或者听人家发表的言论之后认定, 以往任何一轮
牛市行情从未持续过两年以上。
这种错误的想法让众多交易者损失惨重。
股市从1921 年到1923 年出现上升行情后, 在1924 年有一波下跌, 当柯立芝先生选上美国总统后重拾升
势,1925 年股市继续涨升。
而交易者们认为, 按照以前的规律牛市该结束了, 于是便开始卖空, 结果损失惨重。
在这轮牛市行情期间, 那些交易者继续与市场进行着一次次的博弈, 每一回他们都认为市场创出的新高
会是本轮行情的最后一个高点。
然而有些股票一路上涨到了1929 年。
很多股场上的老手们在1929 年牛市行情的终点犯了这轮行情操作中的最后一个错误, 不过这次错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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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之前那些错误严重得多, 那就是他们开始看多后市并买进股票, 可以想见在随之而来的股市恐慌性
下跌中, 这些在高位接最后一棒的人损失会有多大。
　　目前有1500 多只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而1924 年时的上市公司数量仅为现在的一半左
右。
新的股票板块逐渐形成, 新的领涨股票也开始引人注目, 在这种新形势下, 股市打造出了一批新的百万富
翁, 同时也让一些以前的百万富翁, 变得一贫如洗。
股场中有些昔日的风云人物没能够在新的股市环境中随机应变, 仍旧沿用以前的操作方法, 最后落得破
产的下场。
据报道,在1924 年和1925 年利弗莫尔(Livermore) 按照以前所用的评估标准来看股价平均走势时, 发现股
价太高了, 于是就进行卖空操作, 后来赔了一大笔钱斩仓离场。
而在1927 年他再度入市, 又因为没能掌握好正确的卖出时机不得不割肉出局。
在1929 年他又一次出击, 终于在股市恐慌性下跌中大赚了一笔。
　　1814～1929 年间的历次股市恐慌　　在剖析1929 年这次华尔街有史以来最惨烈的股市恐慌性暴跌
的原因之前, 回顾在美国和华尔街很长一段历史中发生过的其他几次市场恐慌和它们各自的起因也很
重要。
　　引发股市恐慌的原因有很多种, 而对于所有恐慌来说, 其首要原因就是高利率, 而高利率是由信用的
过分扩张和投机过度造成。
其他一些原因还包括未被市场消化的证券, 包括股票和债券, 或是商品价格和外币兑换比价低、在商业
和股市上的过度交易、银行倒闭、进出口贸易, 以及银、铜、铁等基础商品的价格。
如果经济繁荣持续了很长时间, 而股市价格也连着涨了好几年, 公众就会开始变得过于自信, 市场和经济
也就到达了投机的阶段。
每个人都表现得十分乐观, 他们被赌博的狂热冲昏了头脑, 不停地买进, 直到一切都做过了头, 股价已经
高到各行业的经济状况或各上市公司的盈利都无法支撑的地步。
当到了这个阶段以后, 货币出现短缺; 股价在经过巨幅扬升之后, 银行满负荷放贷的钱也被拿来炒股, 沉
重的抛盘自然会接踵而至。
　　1814 年的市场恐慌源于出口业务的疲弱和过度放贷。
1818 年的恐慌也是货币状况引发的, 银行扩张的速度过快。
1825 年和1826 年发生的恐慌是由于英格兰的高利率和高贴现率, 以及商品价格的下跌, 特别是棉花的跌
幅最大。
　　1831 年恐慌的导火索还是利率太高, 贷款增加速度过快和企业经营业务开展过度。
而1837 年到1839 年的市场恐慌是过度投机和紧缩货币所致, 银行不得不停止兑付贵重金属货币。
在1839 年, 倒闭的银行家数创了当时的历史新高。
1848 年, 市场恐慌是由于银行数量的增加和纸币流通的大增, 还有商品价格的走低, 其中以小麦、玉米和
棉花为甚, 而这些在当时基本上是这个国家赖以繁荣的东西。
1857 年出现的恐慌是在当时看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其成因也不外乎是流通领域的纸币过多所致。
对于每1 美元的金币和银币,在流通领域大约就会有价值8 美元的纸币。
银行又开始大规模地倒闭, 而对于那些没倒闭的银行, 也不得已推迟兑付金币和银币。
1861 年的市场恐慌是因为内战的爆发。
1864 年恐慌的元凶为战争、经济萧条和紧缩的货币政策。
　　股市在此之前有过一波大幅度的上涨, 也拴牢了大量贷款。
1869 年的恐慌主要是华尔街上的恐慌。
&quot;黑色星期五冶发生在1869 年的9 月。
它的起因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投机冲击波, 内战之后股价已经升到了极高的价位, 而投机却正是方兴未艾
。
当时的利率是自1857 年和1860 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1873 年的市场恐慌是内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它是由于战争带来的货币大规模扩张所致。
不过, 过度投机也是产生恐慌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时的利率也高过了1857 年之后的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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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 年9 月18 日, 杰依&middot;库克金融公司(J郾Cook)、国家信托公司(National Trust Company), 
联合信托公司(Union Trust Company) 和其他银行的相继破产倒闭给金融业带来了严重问题。
1873 年9 月20 日, 纽约证券交易所破天荒地关门停业, 一直到9 月30 日总共休市了10 天。
那时的银行贴现率为9%, 对于用纸币兑换贵金属货币的业务, 银行也不得不推迟兑付。
1884年市场产生恐慌的原因是股市的过度投机; 黄金外流到欧洲, 导致国家的储备量很低。
这期间还发生过好几宗重大的破产案, 其中就有格兰特-瓦德公司的倒闭。
在恐慌爆发的前几年中, 短期贷款的利率一直居高不下, 1882 年达30%, 1883 年为25%, 1884 年是18%。
1890 年的恐慌大体也是源自于过度投机和高利率。
1889 年短期贷款的利率又高达30%, 而1890 年这个数字更是攀升到了45%。
商品的价格降到了内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助长了经济萧条的产生。
而伦敦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 的倒闭更是对这次恐慌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93 年的市场恐慌大致还是高利率的产物。
1892 年的短期贷款利率高达35%, 1893 年为15%。
低廉的商品价格, 特别是小麦、玉米和棉花的低价导致了大批企业的破产。
1896 年的恐慌来自于布莱恩的白银短缺和人们对金本位制度是否会动摇的担忧。
然而商品价格的走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这次恐慌, 因为全国经济形势普遍很差, 并且这种情态也已
经维持了多年。
短期贷款的利率竟然达到了125%, 这在当时看来是从内战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股市均价在8 月8 日跌到了极低的点位, 随后开始回升,在麦金利当选总统后, 股市也迎来了麦金利繁荣
时代, 这波涨升在当时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行情。
1901 年股市的恐慌发生在5 月9 日, 起因是北太平洋公司股票的囤积战。
　　股市在经过了这次恐慌之后有过反弹, 但总体来讲,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是走下坡路。
1903 年和1904 年的恐慌主要是由于那些未被市场消化的证券和政府对铁路公司的打击。
1903 年短期贷款的利率为15%, 而到了1904 年就低至1%, 并且在这一年之中, 该利率也没有超过6%。
老罗斯福在大选后又一次担任总统, 而经济状况从1904 年下半年也开始转暖, 一轮牛市行情在1905 年
和1906 年展开,股价上升到了自麦金利繁荣时代以来的最高位。
1907 年的市场恐慌被称作&quot;富人的恐慌冶, 它也是高利率、投机过度和反托拉斯, 以及已故的西奥
多&middot;罗斯福总统在当时采取的大棒政策和针对铁路公司的立法共同作用的结果。
1907 年10月短期贷款的利率高达125%, 而恐慌状况也达到了极致。
银行被迫在全国范围内延迟对金属货币的兑付。
1910 年到1911 年的恐慌或者说是萧条, 主要是源自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因而这个时期又被称为反
垄断时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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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相信，比起其他任何一本书，这本《江恩华尔街选股术》将会给予你更多知识，而你靠这些知
识赚的钱将为你带来更多幸福。
如果本书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的付出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回报。
　　&mdash;&mdash;威廉&middot;D&middot;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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