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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证券在我国属于“舶来品”。
在我国最早出现的股票是外商股票，最早出现的证券交易机构也是由外商开办的“上海股份公所”和
“上海众业公所”。
1918年夏天成立的北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是在接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天津证券交易所；二
是为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利用国债市场筹措了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无论是市场的规模、交易的品种，还是市场的监管、法律法规的建设
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历了调整与规范发展的我国证券市场，在21世纪初步入了对外开放的阶段。
　　近年来，证券市场的发展与监管日益受到国内外理论界的重视，也相继出版了一些与证券投资方
面相关的著作，但是系统地将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书还比较少。
本书的特点是通过对证券投资理论的深入分析，重点开展证券投资在实践中的研究和运用。
　　本书充分借鉴了国内外证券投资相关书籍的优点，目标是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出本书“新、
精、专”的特色。
　　1．突出内容“新”的特色。
　　自21世纪初开始，国内证券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
本书引入了证券市场最新改革的内容，弥补了以前书籍的不足。
如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历程，改革后的机遇与挑战，证券发行监管制度的变革，我国
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理论在证券市场的运用，外资对证券市场并购以及产业安全的研究等
内容。
　　2．从理论角度出发。
　　本书主要围绕证券市场的金融产品、证券市场监管、证券投资理论、证券投资分析以及证券市场
的并购展开论述，这些构成了本书主要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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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0个章节，主要主要围绕证券市场的金融产品、证券市场监管、证券投资理论、证券投资分
析以及证券市场的并购展开了论述。
具体内容包括股票与债券、衍生证券产品、证券投资理论、证券投资基本面分析、跨国并购与证券市
场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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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产业投资与证券投资的关系　　用马克思的话说，证券就是“纸制的复本”，其本身没有价
值。
证券投资并不会形成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更不会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
由于证券本身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相应的权利与收益，所以市场对证券有需求。
由于证券投资能够为产业资本筹集资金，与产业资本密切相连，所以证券投资与产业投资的关系成为
证券投资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1）产业资本家发行有价证券的目的是为了筹集产业投资所需的资金。
　　产业投资需要用于生产与经营的资金，这样才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
传统筹集资金的方式包括银行借贷、短期货币市场融资、租赁等方式。
而长期资本市场的建立，为产业资本融资提供了筹资的渠道，通过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筹集资金，
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筹资的方式。
而有价证券只有经过产业投资，才能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作用。
　　从整个社会运动来看，证券投资筹集的货币资金流入产业资本家手中，产业资本家把货币资金用
来购置资本货物，将货币资金投入直接生产之中，实现了投资的回流。
证券投资与产业投资的相互转化表明证券投资是产业投资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不能脱离产业投资。
　　（2）证券投资与产业投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方面，证券投资的规模影响着产业投资的规模。
证券发行与销售的数量直接决定了产业投资规模的大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证券投资规模的扩大可以扩大产业投资的货币供给，证券投资规模的缩小
可以缩小产业投资的货币供给。
在证券交易中，证券投资流向多的产业，该产业部门就会得到发展；相反，证券投资流向较少的产业
，股票就会贬值，该部门就会受到制约。
另一方面，产业投资也会制约和影响证券投资的发展。
产业投资的规模及其对于货币资金的需要量直接决定了证券的发行数量，同时产业投资的收益高低决
定着证券投资收益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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