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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迈克G.麦克米伦、杰拉尔德E.平托、温迪L.皮里、格哈德·范·德·文特尔编著的《投资学》对投资
组合和证券分析进行了严谨且易懂的介绍。投资组合管理提出的背景是最新的、覆盖全球的证券市场
、交易场所以及与市场相关的概念和产品。书中采用大幅篇章详细地讲解证券分析和定价的本质。本
书包括了行业分析等对于从业者来说非常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内容。本书通篇的重点都在于通过真
实案例对来自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关键概念进行实际应用。各个章节为读者提供了很多自我评估的
机会。与其他教材不同，本书的各章节都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投资人和著名商学院教授合作编写。
本书全面、专业和全球化的特点会激起任何想要学习投资组合管理和证券分析的读者的兴趣。
投资成功需要同时具备有关市场、产业、公司和证券的深而广的知识。投资专业人士必须具备对金融
市场的广泛理解，从而能够去判断机会和风险。他们也必须有评估行业详情和私人企业的能力，从而
完美地做出有关个人控股的判断。在今天这个波动的市场和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作为CFA协会投资
系列的一部分内容，迈克G.麦克米伦、杰拉尔德E.平托、温迪L.皮里、格哈德·范·德·文特尔编著
的《投资学》已被专门设计用来有效并高效地提供你所需要的有关管理组合的知识。
在《投资学》中，一个拥有资深投资专家和领先商学院学者的卓越团队将会提供给你在这个领域最重
要问题的完整知识覆盖。
和一些已经成为和在心里有望成为金融分析师的人一起写的这本书，将会帮助你理解专业的资金管理
技术。包括：
·组合管理；
·组合规划和构建；
·组合风险和回报：
·股权分析和估值。
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将对市场组织和结构、证券市场指数、市场有效性、股权的种类、行业和公司分
析、技术分析、一系列权益估值技术变得熟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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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国）杰拉尔德 E.平托（博士，CFA），CFA协会CFA和CIPM项目部门主管。在2001年加入CFA协
会之前，他曾是企业、基金会和合伙制企业投资规划、投资组合分析和量化分析方面的咨询顾问，并
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金融学。他拥有巴鲁学院的MBA学位和斯特恩商学院的金融学博士学位
，1992年获得CFA资格。
迈克G．麦克米伦(Michael G．McMiUan)，特许金融分析师他是CFA协会职业教育和专业标准教育科
的董事。麦克米伦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担任会计与财务
的教授超过10年的时间后。于2008年加入CFA协会。他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会计与财务专业的博士
学位，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学士。麦克米伦博士是华盛顿地区CFA协
会和东非投资专业人士。
温迪L．皮里(Wendy L．Pirie)。特许金融分析师她是CFA协会教育科课程项目的负责人。在2008年加
入CFA协会之前。她曾在许多机构教授金融、会计、统计、税务、商法和市场学超过了20年的时间。
这些机构包括各种大学(大型、小型、公共、私人、宗教)和军事学院。她的研究成果曾在《金融研究
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和《经济与金融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上发表。她
获得安大略省金斯敦皇后大学的博士学位。多伦多卡尔加里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格哈德·范·德·文特尔(Gerhard van de Venter)，特许金融分析师他是悉尼科技大学财经学院的副主
任。CFA协会教育科课程设计的前任主管。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南非的金融分析师，之后是债券交易的
交易员，从事固定收益证券交易。他在悉尼科技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同时他是CFA协会和纽约证券
分析师协会的会员。王晋忠，四川教育学院数学专业本科。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创新与产品设计研究所所长，西南财
大—广州期货国债期货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高等院校金融工程协会常务理事。
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和金融理财师(AFP)培训师。长期从事金融学、投资学、金融理财、金融衍
生工具、金融工程的教学、研究和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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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CFA协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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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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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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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数定义及指数价值和收益的计算
2.2.1 单时期收益的计算
2.2.2 指数值的跨期计算
2.3 指数构建和管理
2.3.1 目标市场和证券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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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指数管理：再平衡与再构建
2.4 市场指数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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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衡量和计算收益率、系统风险、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
2.4.3 在资产配置模型中作为不同资产类别的代表
2.4.4 作为积极管理型投资组合的基准
2.4.5 作为投资产品的模拟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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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其他行为偏差
3.5.4 信息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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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行为金融学和有效市场
3.6 小结
习题
第4章 投资组合管理：概述
4.1 引言
4.2 投资组合观点
4.2.1 投资组合多样化：避免大灾难
4.2.2 投资组合：减少风险
4.2.3 投资组合:风险收益权衡的组成部分
4.2.4 投资组合：不一定有下行保护
4.2.5 投资组合：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萌芽
4.3 投资客户
4.3.1 个人投资者
4.3.2 机构投资者
4.4 组合管理过程的步骤
4.4.1 第一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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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第三步：反馈
4.5 集合投资
4.5.1 共同基金
4.5.2 共同基金的类型
4.5.3 其他投资产品
4.6 小结
习题
第5章 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收益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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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产的投资属性
5.2.1 收益
5.2.2 其他主要的收益率度量及其应用
5.2.3 收益率的方差和协方差
5.2.4 历史收益率和风险
5.2.5 其他投资属性
5.3 风险厌恶和组合选择
5.3.1 风险厌恶的概念
5.3.2 效用理论和无差异曲线
5.3.3 效用理论在组合选择中的应用
5.4 组合的风险
5.4.1 两个风险资产的组合
5.4.2 多个风险资产的组合
5.4.3 多元化的力量
5.5 有效边界和投资者的最优组合
5.5.1 投资机会集合
5.5.2 最小方差组合
5.5.3 一个无风险资产和多个风险资产
5.5.4 投资者最优投资组合
5.6 小结
习题
第6章 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收益Ⅱ
6.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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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资本市场理论
6.2.1 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组合
6.2.2 资本市场线
6.3 风险的定价和期望收益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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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证券市场线
6.4.3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应用
6.5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之外
6.5.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6.5.2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局限性
6.5.3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
6.5.4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及其前沿
6.6 小结
习题
第7章 证券投资组合规划与构建的基础
7.1 引言
7.2 投资组合规划
7.2.1 投资说明书
7.2.2 投资说明书的主要构成部分
7.2.3 收集客户信息
7.3 投资组合构建
7.3.1 资本市场预期
7.3.2 资产配置策略
7.3.3 实际投资组合形成步骤
7.3.4 其他投资组合组织原则
7.4 小结
习题
第8章 权益证券概述
8.1 引言
8.2 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权益证券
8.3 权益的类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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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跨国权益证券的投资
8.5.1 直接投资
8.5.2 存托凭证
8.6 权益证券的风险和收益特点
8.6.1 权益证券的收益特点
8.6.2 权益证券的风险
8.7 权益证券和公司价值
8.7.1 会计股本回报率
8.7.2 权益成本和投资者要求收益率
8.8 小结
习题
第9章 行业与公司分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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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引言
9.2 行业分析的使用
9.3 识别类似公司的方法
9.3.1 产品或服务提供
9.3.2 商业周期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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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战略分析原理
9.5.2 行业发展、利润率和风险的外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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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公司分析需要涵盖的要素
9.6.2 电子表格建模
9.7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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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股权价值：概念和基本工具
10.1 引言
10.2 估计值和市场值
10.3 股权估价模型的主要类型
10.4 现值模型：股利贴现模型
10.4.1 优先股股票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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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乘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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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比较法
10.5.3 基于价格乘数估值的案例
10.5.4 企业价值
10.6 基于资产的估值模型
10.7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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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股票市场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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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理论市盈率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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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相对价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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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基于资产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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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里面的行业分析列表可以借鉴。
2、考CFA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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