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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stock investment, the price earnings ratio is often 
used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stock value of the company to judge the price of the stock, the size of 
the risk and the forecast of the future profitability of the company. So the specific factors of the 
price earnings ratio are analyzed,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price 
earnings ratio. Using the method of simple random sampling, this paper selects 34 stocks of the 
180 index stock of S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y adopting the processing tools of the table and the related software,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in detail and the statistics of the factors.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using OLS and three effective total regression 
models and regression models are established. The validity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is explained 
from the fitting degree of each model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elected key factors to the price 
earnings ratio is confirmed, and the average P/E ratio and earnings per share are increased, which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P/E ratio. At the same time, investors can make use of these three 
effective regression models to reasonably predict the price earnings ratio of the stock, so as to 
make a more rational judgment of the investment value of th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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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盈率作为广大投资者评价股票投资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常被用于公司股票价值的评估当中，用以判

断股票价格的高低、风险的大小以及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所以分析市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对

于实现市盈率的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任意选取了上证180指数样本

股中的34只股票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并且利用Excel表格处理工具、运用相关软件

进行定量分析，为了详细深入研究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各要素的统计数据利用OL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并建立三个有效的总回归模型和分回归模型，从各个模型拟合度的高低来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模型

的有效性，进而证实所选择的关键因素对市盈率的贡献度，最后得出行业平均市盈率与每股收益增长率

对市盈率的影响最大。同时，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三个有效的回归模型对个股的市盈率水平进行合理预测，

从而更加理性地判断股票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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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市盈率[1]指标在股票市场中不仅可以用来判断风险的大小，也可以用来预测公司未来的收益。因此，

广大投资者经常使用市盈率来确定股票价格水平、估计股票风险的大小；市盈率也能够说明企业获取利

润的能力及公司价值增长的可能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使用市盈率指标来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绝大

多数投资人也可使用市价盈利比率来寻找实现资产价值增值的机会。 
市盈率最早的定义是 1943 年格雷厄姆(Graham)和多德(Dodd) [2]在《证券分析》一书中提到：“一般

情况下，一只普通股票的市价是它当期税后收益的倍数，这个倍数或乘数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当时的人

气即广大投资者，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影响”。Loughlin [3]对 1968 年到 1993 年标准普尔 500 指

数的市价盈利比率影响指标的分析得知，市价盈利比率与股息支付率及预期每股增长都呈正向关系。最

早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市盈率影响因素的是美国学者 Whibeck 和 Kisor [4]，他们使用来自纽约银行的 1962
年 6 月份的 135 只股票数据分析影响市价盈利比率的三个变量：股息支付率、每股收益率和风险。回归

分析结果是股息支付率、每股收益率与市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风险与市盈率具有反向关系。Fairfie1d [5]
阐述了市价盈利比率的经济内涵，认为市价盈利比率越高，未来超额盈余的增长率就越高。他使用美国

1970 年到 1984 年的数据证实了这个假设，并根据净资产倍率、市盈率将全部的股票分成 9 组，分析了

各组股票的经济特性及它们将来 5 年还在原组合的可能性，说明市盈率能够预测未来股票价格与价值。

Penman [6]使用 Feltham-Ohlson 模型探讨了市价盈利比率的理论本质及它与现在的或者将来的净资产收

益率的关系，并对美国 1968 年到 1986 年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得知，市盈率由现在的和将来的净资产收

益率一起作用，并且与现在的净资产收益率具有反向相关，与将来的净资产收益率具有正向相关性。 
市盈率指标是度量股票投资价值以及一国股票市场发展完善与否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我国越来

越多的学者也对它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李社环等[7]使用美国 1997 年股票市场的数据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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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企业负债率和市价盈利比率间的关系，得知企业负债率与股票市盈率具有反向关系。何治国[8]使
用了中国股票市场 1995 年 5 月到 1999 年 5 月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各种风险因素与股票资产组合收益率

间的关系，得知 BV/MV 对风险的贡献度高于 β系数对风险的贡献度，而且 BV/MV 和市价盈利比率具有

负相关关系。曾晓洁等[9]分析了上海股票市场、深圳股票市场 1993 年到 1999 年的数据得知，股票市场

市盈率大体上和公司潜在的成长能力具有正向关系。除此之外，中国股票市场市价盈利比率对下一年的

公司成长状况会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但第三年之后各年度的成长状况对市价盈利比率没有显著性影响。

白娜等[10]应用 2001 年 5 月 22 日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对上证 30 指数的市价盈利比率实施了研究，发现

β 系数对市价盈利比率没有显著性影响；股息支付率与市盈率的相关系数大于每股收益增长率与市价盈

利比率的相关系数。这些文献中大都采用个别因素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没有综合考虑。本文将综合

考虑多个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多个因素对市盈率的综合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普通最小二乘法[11]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在回归分析中，要研究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的情况，通常是进行线性拟合，拟合的标准就是在欧式空间下的点到直线之间的距离即对于拟合的这条

直线到所穿过的所有点的距离和最小，这样得到的线性方程称为回归方程。OLS 的原理如下： 
为了使样本回归函数“尽可能的接近”总体回归函数，就是使样本回归函数 

( )1 2 2 3 3
ˆ ˆ ˆ ˆˆ 1, 2, ,i i i k kiY X X X i nβ β β β= + + + + =  估计的 îY 与实际的 iY 的误差尽量小，也就是说，使剩余项

ie 越小越好。可是 ie 有正有负，其简单代数和 ie∑ 会相互抵消而趋于零。为了处理方便，可采用剩余平

方和
2
ie∑ 最小的准则，假设 ( )2 3, , , ,i i i kiY X X X 为第 i 次观测样本 ( )1,2, ,i n=  ，即： 

( ) ( )222
1 2 2

ˆ ˆ ˆˆmin min min ; 1,2, ,i i i i i k kie Y Y Y X X i nβ β β= − = − − − − =∑ ∑ ∑  
 

根据微积分中求极值的原理，要使
2
ie∑ 达到最小，待定系数 1 2

ˆ ˆ ˆ, , , kβ β β 应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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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ˆ ˆ ˆ2 0i i k kiY X Xβ β β− − − − − =∑                             (1) 

( )1 2 2 2
ˆ ˆ ˆ2 0i i k ki iY X X Xβ β β− − − − − =∑                            (2) 

  

( )1 2 2
ˆ ˆ ˆ2 0i i k ki kiY X X Xβ β β− − − − − =∑                            (3) 

注意上述各式中括号内的各项恰好为残差 ie ，从而上式 k 个方程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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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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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通过整理方程组，计算出待定系数 1 2
ˆ ˆ ˆ, , , kβ β β 。 

2.2. 数据说明和研究变量的选取 

由于上证 180 指数样本股每半年调整一次，因此，本文选择 2011~2015 年的具有连续相关数据的上

市公司作为总体，然后再利用 SRS 抽样的方法从上证 180 指数中随意选取 34 只股票作为样本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有效性，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根据以下原则对 2011~2015
年具有连续相关数据的总体进行筛选：去掉样本中市盈率非常大的公司；去掉样本中连续 2 年没有盈利，

并进行特殊处理的股票；然后再利用 SRS 抽样的方法从上证 180 指数中任意选取 34 只股票，所使用的

样本观测值都是连续 5 年数据的均值，目的是为了避免某一年的数据具有较大的偏差而影响最后结果的

准确性与可靠性；分析时使用的是所选样本发布的 2011~2015 年的年度报表数据。本文样本观测值的全

部数据都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经过查找文献资料与实际的炒股经验，本文首先选取了 7 个

指标因素对市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具体的实际数据再研究我们选取的这 7 个因素对市盈率的

有无明显影响，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再把其中的无相关因素剔除掉，再对市盈率影响比较大的因

素进行分析，最终得到我们的结论。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计算公式如表 1 所示。 

2.3. 实证模型 

这部分内容设定了 3 个多元回归模型来证明选取的八个指标对市盈率的贡献度。其中模型 I 是包含

所有解释变量的总多元回归模型，通过对总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假设成立与否；模型 II 是从

模型 I 中选取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较高的 4X 、 6X 、 7X 三个影响指标设定的模型；模型 III 是从模型

II 中选取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较高的 6X 和 7X 两个指标设定的模型。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calculation formula 
表 1. 变量定义与计算公式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计算公式 

1. 市盈率 数值型 当日收盘价/当年度每股收益 

2. 资产负债率 数值型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3. 净利润增长率 数值型 (本年净利润 − 上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 

4. 净资产收益率 数值型 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5. 股息支付率 数值型 每股现金股利/每股收益 

6. 每股净资产 数值型 股东权益/总股数 

7. 行业平均市盈率 数值型 所有股票市盈率之和/股票个数 

8. 每股收益增长率 数值型 (今年每股收益 − 上年每股收益)/上年每股收益 

9. 流通股比例 数值型 公司流通 A 股股数/公司总股份数 

其中：市盈率(Y)，资产负债率(X1)，净利润增长率(X2)，净资产收益率(X3)，股息支付率(X4)，每股净资产(X5)，行业平均市盈率(X6)，每股

收益增长率(X7)，流通股比例(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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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I：包含全部解释变量的模型，分析全部解释变量对市价盈利比率的贡献度。 
8

0
1

i i
i

Y Xα α ε
=

= + +∑                                    (6) 

上式中： 0α ：估计常数项， iα ：估计回归系数， 1,2,3, ,8i =  ， ε ：估计残差项。 
模型 II：根据模型 I 的结果分析得到影响市盈率的三个主要指标，利用这三个主要指标建立新的多

元回归模型，分析它们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程度。 

0 4 4 6 6 7 7Y X X Xβ β β β η= + + + +                              (7) 

上式中： 0β ：估计常数项， iβ ：估计回归系数， 4,6,7i = ，η：估计残差项。 
模型 III：由模型 II 的结果可知，相关性较高、显著性较强的两个指标，构建新的多性回归模型，分

析它们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程度。 

0 6 6 7 7Y X Xφ φ φ µ= + + +                                  (8) 

上式中： 0φ ：估计常数项， iφ ：估计回归系数， 6,7i = ， µ ：估计残差项。 

3. 沪深股市股票市盈率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3.1. 中国沪深股市总体市盈率分析 

为了对中国沪深股市总体市盈率进行分析，在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整理的有关 2016 年 5 月份 A
股市场主要板块的市盈率数据如下。 

从表 2 中的数据得知，到 2016 年 5 月份，沪深 A 股最新静态市价盈利比率为 19.57 倍，比近期一个

月的平均静态市盈率降低 6.94%，其中上海 A 股最新静态市盈率 14.12 倍，比近期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降低 5.36%；深圳 A 股最新静态市盈率 38.21 倍，比近期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降低 13.20%；在这段

时间内，A 股指数大体上在 3200 点左右变动，其中有多只股票刷新了历史记录，甚至远远高于 2007 年

A 股 6124 点时的价格。以上数据显示，即使 2016 年 5 月份整体 A 股市盈率比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有所下降，并不是由于全部 A 股股票价格下降导致的，而是因为沪深两市中大盘蓝筹股股票价格下将

所导致的。数据表明，深市主板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23.62 倍，比近期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降低 11.77%；

中小板最新静态市盈率为 46.71 倍，比近期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降低 14.26%；创业板近期静态市价盈

利比率为 69.45 倍，比近期一个月平均静态市价盈利比率降低 17.73%。 
 
Table 2. P/E ratio of A-share main board in May 2016 
表 2. 2016 年 5 月份 A 股市场主要板块市盈率 

板块名称 静态市盈率 平均静态市盈率 增加(%) 

上海 A 股 14.12 14.92 −5.36 

深圳 A 股 38.21 44.02 −13.20 

沪深 A 股 19.57 21.03 −6.94 

深市主板 23.62 26.77 −11.77 

中小板 46.71 54.48 −14.26 

创业板 69.45 84.42 −17.73 

数据来源：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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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沪深股市市盈率波动分析 

对中国沪深股市市盈率波动[12]情况进行分析时，为了便于观察故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

2005~2014 年度的数据绘制出的沪市 A 股平均市盈率的柱状图如下图 1 所示。 
从柱状图可以看出，2005~2014 年 10 年间，沪市 A 股市价盈利比率大体上都在 10 到 35 倍间震荡。

2007 年不断上涨达到股票市场最顶点时，市盈率超过 35 倍，刷新了以往的记录达到 59.24 倍。2008 年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经济受到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股票市场受到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

沪市 A 股市盈率迅猛下降到 2008 年的 14.86 倍。2009 年虽然有所上升，但还是在 20 倍左右震荡。在 2009
年以后，逐年有下降的趋势，但每年的下降幅度不是很大，虽 2014 年有所上升，但市盈率只有 15.99 倍，

仍在 20 倍附近。 
为了便于对中国沪深股市市盈率波动情况进行分析，故利用深交所统计年鉴 2006~2015 年度的数据

绘制深市股票平均市盈率和主板 A 股市盈率的变化趋势折线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1. Average P/E ratio of Shanghai A-share in 2005-2014 
图 1. 沪市 A 股平均市盈率 2005~2014 年 

 

 
Figure 2. Average P/E ratio of Shenzhen stock market and the change trend of P/E Ratio A-Share main board in 2006-2015 
图 2. 深市股票平均市盈率和主板 A 股市盈率变化趋势 2006~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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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图 2 中的变化趋势知，深圳证券交易市场 A 股平均市价盈利比率和主板 A 股市价盈利比率大体

上以 40 倍为中线波动，除 2008 年具有较大的变动幅度，下降到 16.72 倍外，其它的大体上不变。2007
年深圳股票指数创造了以往的新高度，市盈率也超过了以往的最高点，达到了 69.74 倍，之后随着股票

市场的下降而迅猛地下降到 2008 年的 16.72 倍，2009 年和 2010 年变动幅度不大，大体上在 40 倍左右震

荡，2012 年以后又有所下降，基本上在 25 倍左右震荡，然而 2015 又上升到 52.75 倍。 

3.3. 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3.3.1. 模型 I 的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分析的原假设： 0H ： 0, 0,1,2,3, ,8i iα = =   
模型 I：包含全部解释变量的模型，分析全部解释变量对市价盈利率的贡献度。 

8

0
1

i i
i

Y Xα α ε
=

= + +∑                                      (9) 

上式中： 0α ：估计常数项， iα ：估计回归系数， 1,2,3, ,8i =  ， ε ：估计残差项。 
根据表 3 中的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写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ˆ 65.57 0.28 0.056 1.13 0.04 0.34 1.06 0.36 5.44
      26.18   0.19      0.54        0.63      0.29        0.59      0.66       0.62       18.18

 2.50    1.45     0.10      1.79     2.15       

Y X X X X X X X X

t

= − + − + − + + +

= − − −( ) ( ) ( ) ( )0.57     3.59      2.09      0.299

 

分析模型的结果得到： 
1) 根据回归系数的正负，可以判断 Y 与 , 1, 2, ,8iX i =  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即回归系数为正，

它们间就是正相关，回归系数为负，它们间就是负相关。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一般情况下，t 值大

于 2，P 值小于 0.05，就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 
Y 与 1X 经证明具有弱反向关系，因为 1X 的回归系数为−0.28，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t 值和 P

值没有通过假设检验。 
2) Y 与 2X 具有正向关系，因为 2X 的回归系数为 0.056，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t 值和 P 值没有

通过假设检验，因此，可以认为 Y 与 2X 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Table 3.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model I 
表 3. 模型 I 多元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C 65.56948 26.17950 2.504612 0.0191 

X1 −0.280409 0.193273 −1.450844 0.1593 

X2 0.056233 0.537019 0.104714 0.9174 

X3 −1.125178 0.630290 −1.785175 0.0864 

X4 0.043548 0.291726 2.149276 0.0225 

X5 −0.336027 0.586746 −0.572696 0.5720 

X6 1.055520 0.663772 3.590186 0.0114 

X7 0.363230 0.615894 2.089761 0.0256 

X8 5.443336 18.17556 0.299487 0.7670 

2R  0.844081  2R  0.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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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 与 3X 之间的关系经证实具有弱反向关系，因为 3X 的回归系数为−1.12，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

下，t 值和 P 值没有通过假设检验。 
4) Y 与 5X 具有反向关系，因为 5X 的回归系数为−0.33，而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t 值和 P 值检

验是通过假设检验的。 
5) Y 与 8X 之间的关系经证实具有弱正相关关系，因为 8X 的回归系数为−5.44，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

平下，t 值和 P 值没有通过假设检验。 
根据结果分析可知，股息支付率的 t 值为 2.15，P 值为 0.02，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0H ，

即 4 0α ≠ ，说明股息支付率对市盈率有显著性影响；行业平均市盈率的 t 值为 3.59，P 值为 0.011，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0H ，即 6 0α ≠ ，说明行业平均市盈率对市盈率有显著性影响；每股收益增率

的 t 值为 2.089，P 值为 0.025，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0H ，即 7 0α ≠ ，说明每股收益增率对

市盈率有显著性影响。 

3.3.2. 模型 II 的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 I 选取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较高的 4X 、 6X 、 7X 构建新的线性回归模型 II： 

0 4 4 6 6 7 7Y X X Xβ β β β η= + + + +                               (10) 

上式中： 0β ：估计常数项， iβ ：估计回归系数， 4,6,7i = ，η：估计残差项。 
根据表 4 中的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写为： 

( ) ( ) ( ) ( )
( ) ( ) ( ) ( )

4 6 7
ˆ 23.792 0.035 0.313 0.349
       12.39     0.27        0.51        0.11

   1.92      0.13       2.61        3.28

Y X X X

t

= + + +

=

 

根据结果分析得知，股息支付率的 t 值为 0.13，P 值为 0.89，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 0H ，

即 4 0β = ，说明 4X 对 Y 没有显著性影响；行业平均市盈率的 t 值为 2.61，P 值为 0.01，在 0.05 的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0H ，即 6 0β ≠ ，说明行业平均市盈率对市盈率有显著性影响；每股收益增长率的 t 值
为 3.28，P 值为 0.02，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0H ，即 7 0β ≠ ，说明 7X 对 Y 有显著性影响。 

3.3.3. 模型 III 的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 II 选取相关系数较高的行业平均市盈率、每股收益增长率，构建新的线性回归模型： 

0 6 6 7 7Y X Xφ φ φ µ= + + +                               (11) 

上式中： 0φ ：估计常数项， iφ ：估计回归系数， 6,7i = ， µ ：估计残差项。 
根据表 5 中的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写为： 

 
Table 4.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model II 
表 4. 模型 II 多元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C 23.79208 12.38982 1.920293 0.0644 

X4 0.035184 0.268063 0.131254 0.8965 

X6 0.312788 0.512912 2.609828 0.0156 

X7 0.349362 0.106376 3.284208 0.0226 

2R  0.789452  2R  0.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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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model III 
表 5. 模型 III 多元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C 24.80209 9.555318 2.595632 0.0143 

X4 0.298909 0.493874 2.605234 0.0154 

X6 0.344809 0.098956 3.484467 0.0215 

X7 24.80209 9.555318 2.595632 0.0143 

2R  0.689044  2R  0.6431 

 

( ) ( ) ( )
( ) ( ) ( )

6 7
ˆ 24.802 0.299 0.345
       9.56      0.49         0.10

 2.596    2.61         3.48

Y X X

t

= + +

=

 

综合上述模型 III 的多元回归分析，行业平均市盈率的 t 值为 2.61，P 值为 0.015，在 0.05 的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0H ，即 6 0φ ≠ ，说明 6X 对Y有显著性影响；每股收益增长率的 t值为3.48，P值为0.021，
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0H ，即 7 0φ ≠ ，说明 7X 对 Y 有显著性影响。 

3.3.4. 模型回归结果总体分析 
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如下：模型 I 中的 2 0.84R = ， 2 0.77R = ，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很好，即本文

选取的8个指标对市盈率变化的解释度为84.41%，也就是说，市盈率变化中没有被解释的部分为15.59%，

而没有被解释的 15.59%是由随机扰动项导致的。模型 II 中的 2 0.79R = ， 2 0.7183R = ，说明模型对样本

的拟合度很好，即对模型 I 的回归结果分析得到的三个主要的影响指标对市盈率的变动的解释度为

78.95%，则在模型 I 的 8 个指标对市盈率变化的解释度中，模型 II 中的三个指标( 4X 、 6X 、 7X )的解释

能力占 93.53%。模型 III 中的 2 0.69R = ， 2 0.64R = ，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很好，即用模型 II 结果中

显著性水平最高和相关性大的两个指标对市盈率的变化的解释度为 68.90%。若把模型的解释度分离开来

进行分析，则可认为模型 II 中的三个指标对市盈率变动的解释度中，模型 III 的两个指标的解释能力占

87.28%。 

4. 研究结论 

本文对所选取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水平的八个指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下面的研究

结论： 
1) 不同的指标对市盈率的贡献度是有差异的。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净利润增长率、

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流通股比例这些指标对市价盈利比率的解释作用不明显，无论是在总体回

归模型还是在分回归模型中，行业平均市盈率和每股收益增长率两个因素对市价盈利比率的影响程度和

解释能力都比较高。 
2) 模型从实证方面证明了它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广大投资者可使用模型来推算某只股票的市盈率。

在使用回归模型时，广大投资者可依据自己了解的行业状况来选取恰当的模型，但无论选取这 3 个模型

中的哪一个模型，投资者都应把重心放在行业平均市盈率、每股收益增长率两个指标上。 
3) 在合理运用的前提下，市盈率可很好地应用于投资决策，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的误差率就很好

地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广大投资者在决策时可依据估算的市盈率知道哪只股票可以购买或者持有，从

而为自己实现资产价值增值做出理性的计划，而不是毫无目的的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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