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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实战技法》

前言

　　股市中存在大量获利机会，甚至暴富的机会.这是股市永恒的魅力所在，也是无数投资者蜂拥而入
的根本原因。股市中流传着大量富于传奇色彩的财富故事，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人不断地加入“淘金”
大军的行列。　　我们是幸运的，赶上了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专家预测，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中
国GDP将雄踞世界第一！世界惊呼，21世纪将属于中国！毫无疑问，反映经济发展的股市，也将“牛
气冲天”！无数锐利的目光，同时看到了这诱人的前景。因此，中国股民近年来增长速度之快，人数
之多（已达一亿多），堪称全球之最！　　尊敬的读者，当你雄心勃勃地进入我国股市的时候，你知
道它的特性吗？你认为自己能把握它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从实际情况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绝大多数股民，在对我国股市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抱着天真的幻想，一头扎了进来，结果便是亏损
累累！　　很多人只看到了股市的表象，以为炒股非常简单，似乎只要敲敲键盘，一买一卖，财富就
会滚滚而来。实则不然，这一买一卖之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内容。股市被称为“海”，其深难测，
漩涡密布，波涛汹涌，不知吞没了多少不知深浅的“冲浪人”。　　股市的复杂性根源于影响因素的
多样性和易变性。来自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金融等宏观因素，来自众多上市公司经营过程和高管行
为等微观因素，来自投资者与生俱来的本性和心理因素等，都直接地影响着股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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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股市实战技法》的第一大特色是强烈的针对性，第二大特色是实用性。我国股市中的机会和陷
阱如影随形，时时同在：并且机会转瞬即逝，陷阱花样翻新。如果没有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不可
能准确无误地抓住机会、逃避陷阱：相反，却很容易错过前者而陷入后者。《中国股市实战技法》不
仅涉及识别机会，也涉及识别陷阱；不仅论述如何赚钱，也论述如何避险；不仅阐明牛市中的大胆进
取，也阐明熊市中的小心退防。内容全面、攻守并重是《中国股市实战技法》的第三大特点。笔者要
肃地指出，在变幻莫测的股市中，眼睛永远只盯着可能的机会，猛打猛冲，一定会大败而归；相反，
始终应当先“侦察”陷阱，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出击。

Page 3



《中国股市实战技法》

作者简介

智荣　北京职业投资人，实战派典型代表。1986年毕业干复旦大学，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
。1997年进入资本市场，在十多年一线征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期在投资机构从事策划和操盘。
坚持价值投资与趋势投资相结合的理念，投资风格稳健，善于在复杂多变的条件下准确把握大势，对
大盘和个股走势图有良好的感觉和独到的见解。

Page 4



《中国股市实战技法》

书籍目录

第一篇　认清股市　第一章　市场环境    第一节  政策主导股市    第二节  常见“降温”措施    第三节  
常见“救市”措施    第四节  信用缺失的地方    第五节　机构操控市场    第六节  职业机构未必专业    第
七节  公募基金的本来面目    第八节  股市中的伪专家    第九节  害人的股评    第十节  内幕消息靠不住    
第十一节　常见套人说法    第十二节　股市梦语    第十三节  大股东增持背后    第十四节  货币政策的影
响    第十五节  外围股市的影响　第二章　大盘玄机    第一节  牛、熊交替现象    第二节  权重股的舞台   
第三节  大盘背后的推动力    第四节  市场预期与大盘走势    第五节  变盘信号    第六节  大盘运行的重要
“关口”    第七节  危险时点    第八节  对称性走势    第九节  牛市典型特征    第十节  牛市见顶信号    第
十一节  熊市典型特征    第十二节  熊市见底信号    第十三节  熊市中的反弹    第十四节　单日“井喷”
现象　第三章　微妙股性    第一节　机构重仓股    第二节　新股难把握    第三节  昔日牛股今日“熊”  
 第四节  大幅除权前后    第五节  庄股的表现    第六节　板块联动性    第七节　补涨和补跌    第八节  涨
停板上的奥秘    第九节  怪异走势　第四章　技术分析    第一节  正确使用技术分析　　第二节　把握
股市的趋势　　第三节  波浪理论的缺陷    第四节  “量在价先”的意义    第五节  K线分析的顺序    第六
节  真假突破的判断    第七节  顶底互换法则    第八节  时间之窗的秘密　第五章　盘口寻踪    第一节  盘
口和盘感    第二节  盘口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开盘价的形成与当夭走势    第四节  挂单的变化    第五节  
隐性买卖盘    第六节  大买单的意义    第七节  大卖单的意义    第八节  大盘当日走势的判定    第九节  大
盘黄白线背离现象　第六章　股理探秘    第一节  股市的规律和预测    第二节  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    第
三节　盈利目标难确定    第四节  股市经验的可靠性    第五节  预期决定股价    第六节  从长线到短线第
二篇　把握自己　第七章  临场心理    第一节  永远别乐观    第二节　把握自信心的“度”    第三节　如
何避免贪婪和恐惧    第四节  克服从众心理    第五节　耐心等待“猎物”    第六节  杜绝冲动性操作    第
七节　远离“博傻”游戏    第八节  止损难的心理根源　　第九节　为何总是卖晚了　　第十节　追涨
杀跌的原因第三篇　实战不殆　第八章　实战技巧　第九章　精心选股　第十章　买入时机　第十一
章　卖出时机　第十二章　短线操作　第十三章　风险控制后记

Page 5



《中国股市实战技法》

章节摘录

　　第一篇　认清股市　　第一章　市场环境　　迈着蹒跚的步伐，走过了短短18个春秋的中国股市
，仍然处于“新兴加转轨”的时期，颇具“中国特色”。这种独特性首先决定于它与众不同的生存环
境。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尽管让涉“市”不深的股民难以理解，但却是“合理”的现实。诸如庄家
、造假、黑嘴之类的陷阱一直困扰着中国股市的投资者。　　本章讨论影响我国股市运行和投资决策
的一些重大问题。投资者从中能看到我国股市环境的大致轮廓，避免被纷纭复杂的表象所迷惑。　　
第一节　政策主导股市　　成熟股市被称作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提前反映经济走向。美国股市走
势一般超前于实体经济半年时间。我国股市却不一样。当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我国股市可以出现大
熊市。从2001年6月到2005年6月这四年时间，股市一直很低迷，只在2003年1i月到2004年4月期间出现
过一轮行情。大盘从2245点下跌到998点，跌幅超过55％。在此期间，我国GDP累计增幅达30％以上。
　　相反，当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股市却可能很火爆。例如，在1996年1月到1997年5月期间，
出现过历史上第一次跨年度行情。指数从512点飙升到1510点，涨幅接近200％。　　我国股市历来被
称为“政策市”。每次股市大涨大跌的最终推动者大都可以归结到政策。它的“项”和“底”基本都
是政策变动促成的。这深刻地折射出在我们这个市场中行政预期高于市场预期的现实。认识不到这一
点，就是对我国股市缺乏基本的了解。　　调控股市的政策可以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除了证监会、
沪深交易所外，还有国资委、央行、财政部等。行政调控的手段多种多样，如增减证券交易印花税、
新基金的停发和开闸、中央级媒体上刊发社论、主管部门领导发表言论等。　　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
，先是第一任证监会主席1994年“三大政策救市”，以求对低迷已久的指数有所拉高。在1996年春节
后出现了疯牛行情。当年10月管理层开始连发“十二道金牌”阻止股市继续暴涨，如《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
》等。终于，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和10％
涨跌幅的限制让股市进入长达将近两年半的调整期。　　1999年，在中国证监会的一线指挥下，以《
人民日报》社论为背景，股市展开了一场“跨世纪行情”。指数从5月19日前的1059点涨到6月30目
的1756点。此后持续了两年的大牛市。　　自从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上证指数就由当
日最高的2245.44点一路下跌。股市从此像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暮气沉沉。从2002年1月到2004年9
月，政府在沪指处于i300点附近时展开了4次救市行动。　　第一次在2002年1月。当沪指落到1309点时
，中国证监会召开了市场分析座谈会，增强大家对市场的信心。至7月指数最高探到1700点左右。　　
第二次在2003年1月。沪指又落回1300点附近。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全国证券监管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的统一”。至4月中旬沪指勉强升至1650点左右。　
　第三次在2003年11月。沪指再次跌近1300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后，沪
指在2004年4月上涨逼近1800点。　　第四次在2004年9月13日。沪指跌破1300点下探1259。于是有关领
导出面要求抓紧落实年初就提出来的“国九条”。这一次“救市”仅仅在股市这潭死水中激起一点小
小的涟漪，没能阻止大盘快速向998点跌落。2005年6月6日，沪市下跌到998点见底回升，结束长达4年
的大熊市，并拉开了下轮大牛市的序幕。当时证券权威媒体曾报道六百亿神秘资金入市（意指政府救
市）。这一次的行政干预是把有形之手隐藏起来对市场进行暗中调控。　　2007年1O月，历时两年
的A股史上最大的疯牛行情终于在6124点见顶回落。根本原因是市场流动性被有效抑制。当时央行已
经连续10多次宣布加息和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还大量发行央票。此外，管理层当时已经停批新发基
金，并通过各大媒体和券商大肆提示投资风险。　　在2008年单边下跌的熊市中，大盘曾有过三次幅
度达20％以上的反弹，却都是政策促成的。“4·24行情”的诱因是大幅降低印花税（从3‰降到1‰）
；　“9·19行情”的诱因是“三管齐下”，即取消买入印花税、汇金公司在二级市场增持工中建三大
银行股票、国资委支持央企在二级市场回购股票；自2008年底至2009年春夏之际的行情，发端于我国
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特别是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二节　常见“降温”措施　　我国股
市历来受政策调控，当指数进入高位，出现严重泡沫，市场进入狂热状态时，管理层就会出台相应的
政策措施给市场“降温”。一般来说，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内容。有时单独使用一种，有时同时使用几
种。究竟使用哪些，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而定。　　一、严查银行违规入市资金　　股市上涨全靠资
金推动，从市场撤离资金，无异于釜底抽薪。股市资金大多来自银行，只不过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
经过了间接的渠道而已。只要政府严查银行违规入市资金，指数必然应声而落。此办法是打压股市最
有效的杀手锏，屡试不爽。当其他手段都难以奏效时，这往往成为最后的王牌。在我国股市史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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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被反复运用。　　此外，管理层通过发行央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加息等办法，也能有效地
从股市抽出资金。只是此举一般不是专门针对股市而已。　　二、限制机构入市　　机构是股市的主
力军。只要管理层限制部分机构入市，或者限制其入市资金的比例，必然导致股市“供血”不足，产
生回落。历史上，曾经限制过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保险机构、社保资金等直接或间接进入股市；现
在则主要是限制其入市资金的比例。　　三、停止设立新基金　　公募基金已经成为我国股市的主力
军，规模庞大。一只新设基金动辄几十亿上百亿规模。当管理层认为市场流动性过于充裕时，就会停
止新基金的审批发行。此举会有效阻止民间资金流入股市。　　四、控制外资流入　　随着我国对外
开放度的扩大，进入国内股市的海外资金也越来越多。例如在2007～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期
间，海外热钱就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推动股市和楼市快速上涨。此时，管理层会加强外资流入渠道
的监管，防止外资的过量流入，如严格外汇兑换，从严审批海外来华投资项目，停止新增QFI1额度等
。　　五、发行大盘股　　大盘股的发行会快速扩大股市规模，占用大量资金，因此必然加重市场负
担，抑制股市上涨的步伐。2007年四季度牛市见顶时期，建设银行（601939）、中国石油（601857）、
中国太保（601601）、中海集运（601866）、招商轮船（601872）等这些巨无霸发行上市，成为压死骆
驼的最后一把稻草。　　六、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　　自从1990年底设立沪深股市以来，管理层多次
使用提高印花税的办法。此举已经成为调整股市的有效手段。　　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增加交易成
本，犹如在股市的“资金池”底下开了一个“漏洞”，逐步从市场抽离资金。日积月累，效果不可小
视。如2007年政府征收印花税高达2000亿，居然超过了上市公司当年向可流通股股东的分红额度。也
就是说，广大股民在这一年投资的自然回报为负。严格控制增发等再融资行为。在2001年和2002年熊
市期间，曾两度出台停国有股减持的举措。在2008年熊市期间，虽未正式宣布，但从9月25日之后就停
止了新股发行（当时仍有36家公司过会待发）。停发时间长达数月。2008年沪市融资额度与2007年相
比锐减80％以上。此外，证监会在2008年还相继出台了三项意在减缓“大小非”压力的措施（场外大
宗交易、二次发售、发行可转换债）；国资委也明确宣布严格监控国有股的减持行为，　“为稳定股
市做贡献”，带动不少其他上市公司如三一重工（600031）等纷纷宣布延长大非锁定期。　　二、增
加市场需求　　这与上条措施作用相同，也是改变供需失衡的有效之举。　　这类措施包括新增偏股
型基金，鼓励、支持央企及其他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和回购。2008年熊市末期，中央汇金公司还在二
级市场多次增持工、中、建三大行股票，社保基金也在1800点宣布入市，对稳定市场起到了一定作用
。　　但是，一直以来，对稳定市场至关重要的平准基金始终无法正式诞生，虽然市场呼声很高。这
也是我国股市的特色吧。　　三、降税　　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频繁使用的救市措施2008年的
两次突发性大反弹“4·24行情”和“9·19行情”都与降低印花税密切相关。2008年股市下跌最惨烈
，印花税也降到历史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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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股市实战技法》是中国股民第一本实战类教材。　　总结中国股市的各种规律　　政策主
导股市、常见降温措施常见救市措施牛熊交替现象、大幅除权前后、板块的联动性、补涨和补跌、对
称性走势。　　透析盘面背后的实质　　大盘背后的推动力、真假突破、顶底互换、开盘价的形成与
当天的走势、隐形买卖盘、大买单的意义、大卖单的意义、大盘黄白线背离现象。　　阐述精准买卖
技巧，抓住大盘和个股机会　　从K线图选股、大盘反弹时的选股、年报行情的选股、追涨的时机、
识别超跌、底部持续放量、急跌买入、盘中起涨点、早盘买入、尾盘买入、大盘暴跌日的应对、急跌
卖出、分时图走弱卖出、变盘信号、大盘运行的重要关口、危险时点、牛市典型特征、牛市见顶信号
、熊市典型特征、熊市见底信号、好书启迪心智、投资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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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实在，道理深刻，适合初入股市的散户。
2、想学习股票知识的！必买之书！当时的作者不错！
3、分析透彻，真知灼见，值得一看！
4、写的比较贴合当前中国特色的股市，推荐给别人看了，确实不错。
5、古的，很好！古的，很好！
6、有真知灼见敢说真话,值得一读.
7、写的比较细，看个人喜好吧，我喜欢
8、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写的实在，透彻。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老股民对中国股市的深刻理解，非
常值得借鉴！
9、这本书说得很实在
10、对于中国股市的特点有比较独到的见解，也有不少作为老股民的心得体会和读者分享。
11、一言难尽，中国股市中国特色
12、中国的股市书，尽量少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3、股票类书籍讲技术的基本都差不多，讲经验的反而更可贵，这就是一本偏向个人经验总结的好作
品，窥其全貌，赏其局部。对8浪理论的否定，对匆忙换股的告诫，对熊市空仓的坦诚，让我看到一
个实实在在的优秀股民，股海浮沉，何必动不动就称神呢？在金钱面前，我们都有人性的贪婪和恐惧
，妄想和现实。
14、道出了股市的真实情况
15、书写的前后矛盾，前面说技术分析没用，后面还是大篇幅的写技术分析，不过基础知识倒是蛮多
的
16、此书还是不错，有兴趣的散户不妨读一读。我是看过了。强烈推荐。谢谢！
17、这本书还可以看  但是好多资料都是东拼西凑的，还是不如看网上的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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