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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ROE 选股模型的技术指标增强 

 价值投资者：ROE指标选股 

ROE 作为最常用的企业资本回报分析指标，便是我们定量分析企业质量的重要

指标。在我们过往的报告中《金融工程专题研究：国信 ROE 选股模型》发现：

同行业比较，企业质量决定股票表现，产业资本回报更高的企业给投资者带来

更高的金融资本回报。杜邦三因子中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是企业质量的重

要参考，财务杠杆则很难有简单确定的结论。 

1. 行业内 ROE 高的企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2. 行业内市场表现好的股票 ROE 水平更高。 

3. ROE 高的企业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明显更高，财务杠杆则要低一些。 

4. 市场表现好的股票，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明显更高，财务杠杆则差异

不明显。 

 趋势投资者：技术分析 

不同于价值投资者对于个股的分析，趋势投资者往往更看重的是个股或指数的

技术形态和分析。投资者从历史的数据中总结反复存在的模式，并从历史会重

演的角度将得到的模式推而广之，进而指导投资方向。简单说，趋势投资就是

投资人以投资标的的上涨或下跌周期来作为买卖交易的一种投资方式，其更多

的是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出发，利用统计分析的手段形成独到的投资策略。 

 基本面、技术面的双剑合璧 

从本质上来说，基本面分析与技术面分析并不完全冲突，它们是从不同的维度

对投资标的进行观察和分析。倘若某标的拥有良好的基本面支撑，同时从在技

术面保持良好的趋势，那这将是不可多得的投资品种。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试

图从 ROE 指标良好的股票池出发，加以技术面的指标对其进行二次甄选，以期

达到优于仅考虑基本面的选股策略的效果。 

 ROE 指标与股票表现相关性分析 

实证结论和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相对于全市场来说，ROE 指标较优的个股在过

去一年的股价相对强度指标（RPS）较高，这说明市场在大概率情况下给予这

部分个股较好的预期；对于 RPS 指标的分层分析我们发现，ROE 较优的个股

长期来看，存在强者恒强的现象，即 RPS 较高的个股在下一期的 RPS 也倾向

于较高，这在股价上表现为有基本面支撑的个股长期处于上升趋势中。 

 长期动量，短期反转的增强策略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试图以 ROE 指标较好的个股作为基本股票池，首先这部分

个股长期来看是战胜市场的；其次，我们试图找到市场对于这些优质股票的错

误定价，从反转因子的角度，买入有良好基本面支撑的短期跌幅较大的绩优股。

实证结果验证了反转因子增强的有效性，可以大幅战胜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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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本面与技术面的激辩 

一般而言，处于市场中的投资者可以大致地划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基本面分析

的价值投资者及基于技术分析的趋势投资者。价值投资者依靠对公司财务表现

的基础分析找出那些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公司未来现金流的现值）的股

票。价值投资者着重分析的是股票市场中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价值投资者认为

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股票市场都是不可预测的。而唯一有一定把握能够确认

的是，基于公司过去业务表现和现有信息对其业务的长期表现进行的分析。价

值投资者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来确认公司价值并将其与市场价格作比较。最

终将市场价格低于其评估价值的个股作为理想的投资标的。 

与价值投资者不同，基于技术分析的趋势投资者更多的是从市场面的各种交易

数据出发，采用各种图表来收集市场的行为，以此来显示投资者预期是上升还

是下降，市场趋势如何，以及其他的“动力”指标。技术分析认为市场行为包

容消化一切，股价波动可以定量分析和预测，如道氏理论、波浪理论、江恩理

论等。技术分析更多的是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出发，并不过分关心投资标的的

理论价值。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从基本面出发的价值投资或许是更为理想的选择。其以

传统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企业价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决定企业内在

价值和影响股票价格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前景、企业经营状况等进行详

尽分析，以大概测算上市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和安全边际，并与当前的股票价

格进行比较，形成相应的投资建议。基本分析认为股价波动不可能被准确预测，

而只能在有足够安全边际的情况下买入股票并长期持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基本面分析更看重的是相对更为长期的趋势，一旦确定投资标的，只要其基本

面不发生重大变化，通常来说会采用简单的买入并持有策略，以期享受由标的

的内在价值推动外在价格的上涨，并从中获利。 

另一方面，技术分析具备全面、直接、准确、可操作性强、适用范围广等显著

特点。与基本面分析相比，技术分析进行交易的见效快，获得利益的周期短。

此外，技术分析对市场的反应比较直接，分析的结果也更接近实际市场的局部

现象。通过市场分析得到的进出场位臵相比较基本面分析而言，往往比较准确。

技术分析分析能为我们提供精确的建仓时机和点位。但是需要明白，所有的技

术指标都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具有滞后性，是不可能预测未来行情的。

技术分析的作用在于发现当前价格在历史中处于何种水平，从而为我们提供建

仓时机和点位。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各有优劣，本质上来说，

它们都是从历史的经验出发，评估投资标的是否有上涨的可能性，可谓殊途同

归的两种方法。在本篇报告中，我们也并不着重分析哪种方法孰优孰劣。我们

更加关心的是，既然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市场或个股，

那么它们可否在某些时点上达成共识？即：某投资标的既有良好的基本面，从

趋势的技术分析角度来说，其又非常有上涨的动力，那这样的标的理应有更多

买入的理由。至此，不难看出我们整体的投资逻辑：首先，从基本面分析的角

度筛选出基本面良好的股票池，这些个股有优于市场表现的可能性。其次，我

们利用技术指标对这些股票池进行进一步的甄选，以期达到基本面分析为主，

技术分析为辅的投资策略。下面我们将逐步对上述论述进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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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 

如前所述，本篇报告主要研究基本面加技术面的选股策略，以期达到相互增强

的目的。在我们过往的报告《基于 GARP 的技术指标增强策略》中已经分析了

反转因子、换手率因子、筹码分布因子对于基本面选股策略的增强效果。实证

结果表明反转因子的效用是最强的。因此，我们在本篇报告中着重研究反转因

子对于 ROE 选股模型的效果。 

此外，我们试图分析 ROE 指标与股价走势的相关性，我们借鉴 CANSILM 选股

模型中的股价相对强度（RPS）指标作为评价。RPS 指标计算的是个股在指定

区间内在全市场的涨幅相对排名，RPS 越高，则说明个股涨幅越靠前。CANSILM

选股模型的提出者欧奈尔建议把选股对象局限于股价相对强度指标达到或超过

80 的股票，这样你所选择的公司属于业绩最优秀的前 20%。真正龙头股的股价

相对强度指标会达到 85 或更高。股价相对强度指标能帮你排除大量业绩平庸或

落后的公司，否则你的获利将大受影响。换言之，欧奈尔认为真正的牛股都是

相对不便宜的，RPS 靠后的个股不太可能有大的上涨空间，除非其基本面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 

落实到我们本篇报告中的 ROE 选股模型中，我们主要关心两个问题： 

1. ROE 选股模型的股票池中，过去一年的 RPS 指标的分布如何。因为 ROE

选股模型股票池的确定相对来说是滞后的（需要等到财报公布完毕），我们

关心这些绩优股在过往的历史股价表现中是否已经凸显了其良好的基本面。

即：与全市场个股相比，ROE 选股模型股票池的 RPS 指标是否都相对较

高。 

2. 当期 RPS 指标排名与下期 RPS 指标排名的相关性。假若我们认为真正的

牛股都是强者恒强的，那么当期 RPS 排名靠前的股票，下期 RPS 排名也

应相对较高。体现为有基本面支撑的个股长期处于上升趋势中且能大败市

场上其他个股。 

综上所述，本篇报告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我们首先针对历史的 ROE 股票

池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市场是否会给予 ROE 优质的个股较高的预期，从股价上

表现为这部分股票的 RPS 是否会优于其他个股。其次，我们更为关心的是 ROE

股票池当期 RPS 与下期 RPS 的相关性，假若这些股票存在强者恒强的现象，

那么当期 RPS 与下期 RPS 存在强的正相关性。最后，根据之前的分析结果，

我们提出了加入反转因子的增强策略，具体的请参见后续的报告内容。 

图 1：研究框架 

技术指标增强

当期RPS与下

期RPS关系

ROE股票池

基本面

反转

技术面

RPS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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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选股策略概述 
在具体介绍增强策略之前，我们首先对 ROE 选股策略进行简单的回顾。 

ROE 选股基本逻辑及假设 

在行业内，ROE 高的企业会有更高的市场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 ROE 高

的企业能够战胜市场，因为前面章节的分析是企业 ROE 与市场表现的同步分析。

财务报表出来以后，根据数据选择财务质量更高的企业进行投资，能否战胜市

场则是需要再验证的。 

由于跨行业比较影响因素复杂，难有明确结论，所以本章节中我们依然是分行

业验证。以申万一级行业为标准，在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全部出来之后（即

每年 05 月 01 日、09 月 01 日，11 月 01 日），每个行业内挑选财务质量（ROE、

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最高的五个企业，进行等权投资，看是否能够有效

的战胜行业指数。验证时间段选择为 2008-05-05 到 2013-05-23。  

策略的基本假设是： 

1. 财务质量更高的企业是行业内更加优秀的企业。 

2. 股票市场是相对有效的市场，会给予优秀企业更高的股票回报。 

分行业选股绩效分析 

23 个行业中，只有家用电器和金融服务两个行业的胜率在 50%以下，采掘的胜

率正好 50%，20 个行业的胜率高于 50%，其中 50%-60%之间有 8 个行业，

60%-70%之间 7 个行业，75%胜率的有 5 个行业，23 个行业均值 61%。 

季度超额收益率而言，23 个行业中仅有餐饮旅游一个行业是负值，为-0.17%，

其余 22 个行业长周期的超额收益都是正值，其中家用电器和金融服务两个行业

季度超额收益低于 2%，2%-5%之间有 11 个行业，高于 5%有 9 个行业，最高

的是化工 9.45%，其次是房地产 7.32%和采掘 6.70%。 

相对而言，周期类行业的胜率偏低，而消费类行业的胜率稍高；但是季度超额

收益最高的三个行业都是周期类行业。 

表 1：分行业选股绩效 

版块名称 胜率 每季收益率 版块名称 胜率 每季收益率 

化工 63% 9.45% 信息设备 75% 4.40% 

房地产 56% 7.32% 综合 56% 4.39% 

采掘 50% 6.70% 建筑建材 69% 4.39% 

农林牧渔 75% 6.45% 交通运输 63% 4.25% 

有色金属 56% 6.05% 机械设备 56% 3.97% 

电子 75% 5.95% 公用事业 56% 3.86% 

纺织服装 69% 5.69% 轻工制造 56% 3.03% 

交运设备 69% 5.04% 食品饮料 63% 2.11% 

黑色金属 63% 5.00% 金融服务 44% 1.84% 

医药生物 75% 4.95% 家用电器 25% 1.06% 

商业贸易 75% 4.87% 餐饮旅游 56% -0.17% 

信息服务 56% 4.56%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分时期选股绩效分析 

分周期统计，胜率分布很不均衡，熊市胜率低，牛市胜率高，行业平均超额收

益率结果一样，熊市相对差牛市相对好。16 期中，有 8 期的胜率超过 50%，8

期胜率低于 50%，从行业平均收益则每期都是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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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胜率发生在 2012-09-01 至 2012-10-30，仅有 30%胜率，行业平均超额收

益仅有 0.29%，其次是 2011-09-01 至 2011-10-30，胜率 35%，行业平均超额

收益 0.01%。最高胜率发生在 2008-11-01 至 2009-04-30，胜率 96%，行业平

均超额收益 0.89%，其次是 2011-05-01 至 2011-08-31 和 2012-05-01 至

2012-08-31，均为 87%，行业平均超额收益分别是 7.34%和 10.01%。 

半年报之后的一期业绩相对差，胜率均未超越 50%，平均超额收益也明显低，

当然这一期的持有时间也明显短于其他两期，只有 2 个月时间。 

表 2：分时期选股绩效 

周期 胜率 行业均收益率 周期 胜率 行业均收益率 

2008-05-01 48% 2.35% 2010-11-01 65% 6.44% 

2008-09-01 48% 0.43% 2011-05-01 87% 7.34% 

2008-11-01 96% 30.89% 2011-09-01 35% 0.01% 

2009-05-01 43% 0.60% 2011-11-01 83% 4.92% 

2009-09-01 48% 3.15% 2012-05-01 87% 10.01% 

2009-11-01 83% 14.49% 2012-09-01 22% 0.29% 

2010-05-01 74% 7.86% 2012-11-01 61% 1.68% 

2010-09-01 43% 0.96% 2013-05-01 43% 1.77%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分行业分时期选股绩效数据汇总 

表  3：分行业分时期选股绩效（超额收益）数据汇总 

板块名称 2008-05-01 2008-09-01 2008-11-01 2009-05-01 2009-09-01 2009-11-01 2010-05-01 2010-09-01 

采掘 -1.56  -1.84  77.88  -1.42  -3.32  13.59  3.30  25.89  

餐饮旅游 0.63  4.29  -24.04  -15.03  -0.68  6.82  2.08  -2.67  

电子 -5.17  3.32  21.32  1.82  -0.74  34.55  -4.85  10.05  

房地产 -2.62  -14.39  71.51  12.99  -4.23  31.20  14.79  -1.00  

纺织服装 6.77  0.71  46.32  4.76  -0.14  18.81  7.25  1.48  

公用事业 -9.90  -0.09  38.22  -2.92  16.62  -2.90  9.37  0.19  

黑色金属 -1.90  -5.69  46.66  7.43  0.17  9.77  6.45  11.04  

化工 9.47  -1.93  63.84  1.54  8.17  39.59  22.20  -5.44  

机械设备 5.76  9.21  25.48  -2.44  -2.77  -3.55  19.26  12.52  

家用电器 -0.22  -1.50  38.99  -6.18  1.82  9.04  0.86  2.87  

建筑建材 7.37  -12.36  20.14  1.85  11.18  19.62  11.92  17.31  

交通运输 0.36  4.02  38.39  -4.27  3.89  8.91  0.69  -10.25  

交运设备 11.47  -5.93  27.17  -4.55  20.68  -1.86  5.55  2.33  

金融服务 -14.46  13.53  25.87  -3.96  -1.06  -1.21  -8.28  4.31  

农林牧渔 7.41  5.97  50.87  -3.90  -0.23  33.39  12.19  -16.95  

轻工制造 -0.67  8.76  6.64  13.75  -7.25  6.06  7.66  -2.25  

商业贸易 1.76  -1.55  28.78  5.27  0.22  14.33  8.98  -0.30  

食品饮料 -0.16  8.86  2.03  -9.79  10.48  20.86  13.74  0.13  

信息服务 12.78  -7.93  19.72  0.96  2.62  37.12  5.26  -3.86  

信息设备 9.50  2.96  2.28  -15.91  4.17  3.76  28.71  -6.61  

医药生物 2.40  1.16  6.04  -0.24  2.69  5.93  0.26  1.86  

有色金属 0.67  2.28  60.28  19.53  12.27  4.97  12.87  -8.20  

综合 14.38  -2.02  16.15  14.51  -2.04  24.55  0.56  -10.29  

板块名称 2010-11-01 2011-05-01 2011-09-01 2011-11-01 2012-05-01 2012-09-01 2012-11-01 2013-05-01 

采掘 13.88  4.27  -2.56  6.40  -0.47  1.32  -1.32  -0.72  

餐饮旅游 9.74  2.81  2.66  7.29  3.39  -1.97  1.27  -3.01  

电子 15.62  2.81  6.10  2.69  22.06  -9.99  19.40  9.32  

房地产 -4.50  3.77  -2.29  12.86  2.79  12.62  12.97  0.64  

纺织服装 12.39  11.40  1.07  -0.05  13.14  -0.48  -9.60  2.27  

公用事业 17.27  5.13  -0.86  2.70  1.72  1.80  0.79  2.26  

黑色金属 -1.75  7.74  -2.96  2.83  23.31  -4.12  1.04  11.37  

化工 22.71  -1.37  -0.45  5.88  21.59  -2.82  5.92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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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14.14  8.11  -6.07  9.26  2.14  -2.33  -9.28  -0.41  

家用电器 -9.57  -0.38  -1.73  -2.63  -0.64  -2.74  -6.82  -3.85  

建筑建材 -2.46  2.42  -3.27  0.36  12.10  -3.51  5.03  10.89  

交通运输 17.31  9.98  -1.49  4.52  5.92  -2.42  9.52  9.85  

交运设备 9.04  3.39  7.29  19.40  6.75  -1.34  1.40  -1.45  

金融服务 3.18  13.81  -6.39  -1.60  3.03  0.11  9.88  0.76  

农林牧渔 6.32  7.61  11.23  2.12  3.72  4.03  5.14  -3.29  

轻工制造 -2.00  17.02  -0.68  6.23  15.41  0.25  -8.39  6.48  

商业贸易 1.76  21.43  -0.21  4.11  2.33  5.16  5.37  7.02  

食品饮料 5.60  6.17  -0.32  1.58  0.90  4.56  -22.36  5.35  

信息服务 -1.58  11.99  4.63  3.68  7.06  0.78  -2.02  -1.72  

信息设备 -0.65  17.44  -7.09  3.20  29.38  9.71  7.06  3.70  

医药生物 17.62  9.14  3.67  6.10  36.10  -2.87  9.22  -2.95  

有色金属 -7.72  5.81  -1.36  8.99  10.32  0.58  -0.28  -4.29  

综合 11.81  -1.62  1.39  7.34  8.07  0.26  4.74  -3.53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ROE 选股模型构建 

ROE 选股模型构建方法如下： 

1. 股票：根据 ROE 评分体系，在每个行业中（申万一级行业划分标准）选

择得分最高的五个股票。 

2. 权重：行业之间按照沪深 300 行业权重进行行业中性分配，行业内采取等

权和流通市值加权两种方式。 

3. 换仓：每年换仓三次，按照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全部公布完毕后换仓。 

4. 回溯区间：2008-05-05 至 2013-06-14。  

5. 基准：业绩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 

模型历史业绩回溯 

测试区间，基准沪深 300 净值由 1.00 元下跌到 0.61 元，年化收益-9.19%；行

业内等权组合净值由 1.00 元上升到 1.42 元，年化收益 7.15%；行业内流通市

值加权组合净值由 1.00 元上升到 1.31 元，年化收益 5.39%。两者均大幅战胜

同期沪深 300 指数。 

图 2：国信 ROE选股模型绩效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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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沪深 300 净值比，行业内等权组合由 1.00 元上升到 2.33 元，年化超额

收益 17.99%，信息比率 1.97；行业内流通市值加权组合由 1.00 元上升到 2.14

元，年化超额收益 16.05%，信息比率 1.91。 

图 3：国信 ROE模型累计超额收益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4：行业内等权组合绩效（累计超额收益）统计 

日期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最大回撤 12.47% 5.39% 5.33% 4.74% 2.66% 0.99% 

最大回撤 

天数 
22 25 15 45 18 2 

超额收益 8.99% 32.23% 20.69% 10.38% 13.04% 7.88% 

跟踪误差 14.62% 11.09% 7.81% 6.47% 4.33% 4.89% 

信息比率 0.62  2.91  2.65  1.60  3.01  1.61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5：行业内流通市值加权组合绩效（累计超额收益）统计 

日期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最大回撤 13.68% 5.44% 5.12% 2.14% 2.40% 1.58% 

最大回撤 

天数 
22 4 48 22 41 8 

超额收益 3.19% 31.87% 16.60% 14.02% 10.50% 7.53% 

跟踪误差 13.22% 10.78% 7.78% 4.20% 4.39% 5.30% 

信息比率 0.24  2.96  2.13  3.33  2.39  1.42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综合对比两个组合，虽然统计绩效的绝大部分指标，行业内等权组合都要优于

行业内流通市值加权组合，但是净值图上看，2011 年下半年到 2012 年初的熊

市中，流通市值加权组合显著强于等权组合，其余大部分时间内，等权组合都

在温和持续的战胜流通市值加权组合。总体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与沪深 300

指数相比，ROE 选股模型有较好的效果，也验证了我们之前关于 ROE 选股的

基本逻辑和假设。 

0.9 

1.2 

1.5 

1.8 

2.1 

2.4 

2.7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2
0

0
8

-0
4

-3
0

2
0

0
8

-0
6

-3
0

2
0

0
8

-0
8

-3
0

2
0

0
8

-1
0

-3
0

2
0

0
8

-1
2

-3
0

2
0

0
9

-0
3

-0
2

2
0

0
9

-0
5

-0
2

2
0

0
9

-0
7

-0
2

2
0

0
9

-0
9

-0
2

2
0

0
9

-1
1

-0
2

2
0

1
0

-0
1

-0
2

2
0

1
0

-0
3

-0
2

2
0

1
0

-0
5

-0
2

2
0

1
0

-0
7

-0
2

2
0

1
0

-0
9

-0
2

2
0

1
0

-1
1

-0
2

2
0

1
1

-0
1

-0
2

2
0

1
1

-0
3

-0
2

2
0

1
1

-0
5

-0
2

2
0

1
1

-0
7

-0
2

2
0

1
1

-0
9

-0
2

2
0

1
1

-1
1

-0
2

2
0

1
2

-0
1

-0
2

2
0

1
2

-0
3

-0
2

2
0

1
2

-0
5

-0
2

2
0

1
2

-0
7

-0
2

2
0

1
2

-0
9

-0
2

2
0

1
2

-1
1

-0
2

2
0

1
3

-0
1

-0
2

2
0

1
3

-0
3

-0
2

2
0

1
3

-0
5

-0
2

沪深300
行业内等权模型/沪深300净值比
行业内流通市值加权模型/沪深300净值比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10 

ROE 股票池 RPS 指标分析 
在我们过往的研究报告《寻找“未起飞”的成长股-欧奈尔选股法则》中提及，

对于长期的牛股，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是追涨。欧奈尔认为应该选择行业中领

军股，回避落后股，相对强度 RPS 指标在 80 以上的股。其中较为常用的 RPS

指标计算的是个股在过去一年的涨跌幅，按照涨跌幅进行排序，涨幅越高的个

股排名越靠前，RPS 得分（0-100 之间）越高。 

ROE 股票池当期 RPS分布 

我们对 ROE 股票池（2008 年 5 月至 2013 年 5 月，每期 115 只股票，共计 16

期 1840 只股票）进行分析，统计这些股票在当期过去一年的 RPS 指标分布，

我们将 RPS 指标划分成 5 档，分别是 0-20、20-40、40-60、60-80、80-100。

由于 RPS 计算的是相对涨跌幅排名，因此对于全市场个股来说，个股落在每个

档位的概率应该是均匀分布，约等于 0.2。 

另一方面，我们再在 ROE 股票池中统计其 RPS 档位分布，如果两者是完全独

立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ROE 股票池是随机地从全体股票中挑选，ROE 股票

池的 RPS 分布和全体个股应几近一致。假若 ROE 股票池的 RPS 档位分布显

著高于全体股票池，那么我们认为 ROE 股票池中的个股在过往的一年中表现明

显优于其他个股。反之，假若 ROE 股票池的 RPS 档位分布集中在较低区域，

则认为其显著劣于其他个股。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将其 ROE 股票池和全体个股

在当期 RPS 档位分布柱状图列在图 4 中。 

图 4：ROE股票池当期 RPS 档位分布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图 4 中我们不难发现，与全体股票池相比，ROE 股票池的 RPS 分布显著集

中在 60-80 和 80-100 之间，这说明 ROE 股票池在过去一年的市场表现显著优

于其他个股，也验证了市场在大概率情况下给予这部分个股较好的预期。换言

之，假若某个股票的 ROE 指标较优，那么其在过往的一年中倾向于有较好的市

场表现，RPS 指标较高。这在另一方面说明了 ROE 指标的有效性，起码我们

可以通过这个指标找到过往市场表现优异的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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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股票池下期 RPS分布 

在前面我们已经验证了 ROE 股票池在当期 RPS 档位分布情况，我们更为关心

的是这种 RPS 档位分布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亦即过往市场表现优异的

ROE 股票池，是否可以大概率地延续这种强势表现。换言之，我们要回答一个

问题：有良好基本面支撑的优质股票，是否后续会出现持续的上涨，最后变成

大牛股。例如：上海家化、天士力、大华股份、歌尔声学等，为我们后续寻找

大牛股提供参考和依据。 

类似地，我们对 ROE 股票池在下期的 RPS 档位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如图 5 所

示。从图 5 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股票在下期的 RPS 档位分布也优于全市场个

股。RPS 在 60-80 之间的比例为 20.98%，在 80-100 之间的比例为 26.52%，

都优于市场的均匀分布。这说明 RPS 指标有一定的持续性，过往表现较好的个

股倾向于在下期表现也较优。 

另一方面，从图 4 和图 5 中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与当期 RPS 档位分布相比，下

期 RPS 档位分布的“优势”并不明显。当期 RPS 在 60-80 之间的比例为 21%，

80-100 之间的比例为 35.64%，在强势区域的分布有所下降。这说明某些个股

已经出现涨不动的情况，我们分析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个股处于超买阶段，不

能延续过往的强势；个股的基本面情况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市场对于其是否

能持续保持优质 ROE 指标有所质疑。但总体而言，这些股票在下期的 RPS 档

位分布仍旧集中在 RPS 较高的强势区域，说明当期表现较好的个股在下期也有

大概率表现优异。 

图 5：ROE股票池下期 RPS 档位分布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为了进一步分析下期 RPS 档位分布下降的原因，我们将 ROE 股票池当期的

RPS 分布与下期 RPS 分布的相关性列在图 6 中。具体的，我们将 ROE 股票池

当期的 RPS 档位划分成 5 档，分别统计这 5 档股票在下期 RPS 的分布情况。

从图 6 中我们发现，某些当期 RPS 较差的个股（20-40）较大概率在下期 RPS

分布在 80-100 区域。而某些当期 RPS 较优的个股（60-80、80-100）较大概

率在下期 RPS 分布在 0-20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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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ROE股票池当期 RPS 与下期 RPS 相关性分析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上述的分析和讨论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与全体股票相比，ROE 股票池在当期 RPS 的档位分布明显集中在强势区

域，说明 ROE 优质的股票在过去有优于市场的表现。 

2. 与全体股票相比，当期 RPS 表现较优的 ROE 股票池，在下期 RPS 表现仍

旧优于全市场，说明 ROE 股票池选出的绩优股有强者恒强的趋势，长期表

现为动量现象。 

3. 对 ROE 股票池当期与下期 RPS 的分档分析我们发现，当期 RPS 过高的股

票，在下期有一定概率弱于股票池中的其他个股，而当期 RPS过低的股票，

在下期有一定概率强于股票池的其他个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ROE 股票池从长期来看，保持明显的动量效应，容易出现

强者恒强的局面。而从短期来看，有一定的反转效应，在有基本面支撑和长期

表现优于市场的前提下，假如其短期在股价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那么其后

期有明显的反转效应。所谓千金难买牛回头，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应用于买入那

些出现回调的绩优股。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 ROE 股票池采取长期动量，短期反转的效果，测试这个策

略的有效性。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策略最大的风险敞口为市场在强势股中出现

持续的强者恒强态势，强势个股基本不回调。例如 2013 年的创业板个股，基

本没有大的调整，持续保持上涨趋势。这在我们后续的分析中会提及，下面我

们将介绍如何在 ROE 股票池中做长期动量，短期反转的策略。 

ROE 股票池的技术指标增强 

通过上述对于 ROE 股票池的当期和下期的 RPS 指标分析，我们不难形成对于

原始策略的改进思路，即：长期动量，短期反转的策略。这在我们过往的报告

《基于 GARP 的技术指标增强策略》也有所讨论。大体的思路为固定基本面较

好的股票作为长线持有标的，在短期月度时间窗口内，追逐反转因子的效果，

以期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交易的大体框架和逻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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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换仓时点设臵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原始的股票池为 ROE 选股策略

选择出的基本面良好的个股。 

2. 分析股票池中的个股在过去的一个月内的涨跌幅，按照涨跌幅从低到高排

序，将排名前 10 的个股作为最终的选股结果，并等权买入所有个股。 

3. 比较 ROE选股策略全体股票池与反转前 10股票池的后续表现和绩效指标。 

我们已经在 GARP 策略股票池中验证过反转因子的效果，加上之前对于 ROE

股票池 RPS 指标的分析，我们期待反转前 10 的个股应在大概率上有优于整体

ROE 股票池的效果。 

同时，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比较，我们也试图尝试每个月选择动量前 10 的个股

作为对比。换言之，反转策略追求的是长期上涨的个股短线的回调，而动量策

略追求的是长期上涨的个股短线的爆发。实证结果显示反转策略有明显更优异

的表现。我们将在后续的报告中分析这两个组合的表现。 

反转因子增强效果 

我们首先研究反转因子对于 ROE 策略的增强效果。如前所述，我们按照月度的

频率对 ROE 股票池进行调仓，选择当月涨幅排名靠后的 10 只个股执行新的等

权买入策略，新的组合后续称为反转 10。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根据动量策略，

选择当月涨幅排名靠前 10 只个股进行投资组合，称为动量 10。假若反转因子

有效，则我们可以推断出反转 10>全体 ROE 股票池>动量 10。 

这三组投资组合从 2008 年 5 月 5 日至 2013 年 8 月 7 日的绩效列在图 7 中，

从图 7 中我们不难发现，按照反转因子可以很好地将三者（动量 10、ALL、反

转 10）的序关系完全地分开，在大多数情况下，三者均保持了稳定的相对净值

大小。从最终的净值来看，全体 ROE 等权策略的涨幅为 86.40%，反转 10 策

略涨幅为 211.75%，超额收益为 125.36%，动量 10 策略涨幅仅为 11.25%。而

同期沪深 300 的涨幅为-42.40%，三个策略均大幅战胜同期沪深 300 指数。因

此，从实证的结果来看，验证了我们之前讨论的长期动量，短期反转的猜想。 

图 7：ROE股票池的反转因子增强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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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将反转因子的绩效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包括年超额收益分布、月

超额收益分布、最大回撤、平均年化收益率以及年度、月度、日度胜率等方面，

这部分的结果如图 8-图 11 所示。从年度的频率来看，六年中除了 2010 年以及

2013 年跑输基准外，其余的四年均能战胜基准。月度和日度胜率分别为 51.56%、

50.63%。期间的最大回撤（-27.87%）发生在 2009 年。总体而言，有一定的

增强效果。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月度和日度的胜率来看，反转 10 仅比 ROE 股票池

基准略优，但最后的超额收益却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反转 10 是一种

盈亏比较高的策略：日度正超额收益率均值为 0.73%，日度负超额收益率均值

为-0.66%，月度正超额收益率均值为 3.77%，月度负超额收益率均值为-2.18%。

正是由于正超额收益均值大于负超额收益均值，才使得最后有较高的总体超额

收益率。 

图  8：反转因子年超额累积收益率  图  9：反转因子月超额收益分布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0：反转因子年最大回撤  图  11：反转因子胜率及平均年化收益率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更为详细的绩效指标参见表 6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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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反转因子组合绩效明细 

Beta 1.0203  策略收益率 211.75% 

Alpha 0.0004  基准收益率 86.40% 

波动率 0.0214  组合超额累积收益率 125.36%  

年化波动率 0.3394  最大回撤 (%) -46.73  

sharpe ratio 0.0523  日度胜率 50.63% 

年化 sharpe ratio 0.8303  月度胜率 51.56% 

基准 sharpe ratio 0.0352  2008 最大回撤 (%) -11.18  

基准年化 sharpe ratio 0.5587  2009 最大回撤 (%) -27.87  

Trey nor 指数 0.0011  2010 最大回撤 (%) -14.13  

IR 0.0494  2011 最大回撤 (%) -9.38  

年化 IR 0.7847  2012 最大回撤 (%) -10.84  

TE 0.0091  2013 最大回撤 (%) -16.57  

年化 TE 0.1450  平均年化收益率 12.53% 

  
年胜率 66.67%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与沪深 300指数的比较 

上述内容我们主要分析了反转 10 策略与基准的比较，在这个章节，我们简要分

析反转 10 策略与同期沪深 300 对比。从图 12 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反转 10

策略对于沪深 300 指数有非常明显的超额收益，相对净值最后达到 5.41，年化

超额收益为 37.76%。从相对净值的走势来看，基本处于“牛市”行情中，保持

稳定向上的趋势。 

我们对相对净值本身的走势进行简单的技术分析，从图 13 中可以看出，相对净

值的线性回归 R
2
达 0.9589，在整体运行的趋势中，其受 60 日均线 MA60 的强

烈支撑。由此我们想尝试以 MA60 作为多空分界线，当相对净值向上突破 MA60

时保持反转 10策略满仓，当相对净值向下突破 MA60时保持反转 10策略空仓，

测试该种策略能否对于原始反转 10 有增强效果。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趋势投资策略，经验表明针对长线的牛股时，趋势投

资策略往往不及简单的买入并持有策略，因为牛股往往会短暂地跌破支撑，然

后重复之前的长线走势。因此，按照趋势策略来，往往后续的买点会比之前的

卖点要高，导致重复的追高买入。 

图  12：反转 10策略与沪深 300 走势对比  图  13：相对净值技术分析走势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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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反转 10 策略趋势投资 

买入日期 买入点位 卖出日期 卖出点位 获利点位 
是否

成功 

获利比例

（ %） 

下次是

否追高 

2008-05-05 1.023153 2008-08-05 1.018543 -0.00461 0 -0.450558 0 

2008-09-17 1.013492 2008-09-18 0.995383 -0.018109 0 -1.786788 1 

2008-09-24 1.01293 2008-09-25 0.991539 -0.021391 0 -2.111834 1 

2008-10-17 0.998411 2009-06-01 1.57475 0.576339 1 57.725681 1 

2009-06-02 1.59043 2009-06-03 1.544677 -0.045753 0 -2.876757 0 

2009-08-10 1.474742 2010-06-30 2.130675 0.655933 1 44.477848 1 

2010-07-20 2.159975 2010-10-11 2.282547 0.122572 1 5.674682 1 

2010-11-03 2.346317 2011-01-21 2.653714 0.307397 1 13.101258 1 

2011-03-10 2.716878 2011-09-13 3.157409 0.440531 1 16.214616 1 

2011-09-14 3.185802 2011-09-29 3.120716 -0.065085 0 -2.042986 1 

2011-11-15 3.160462 2011-11-16 3.151163 -0.009299 0 -0.294231 1 

2011-11-17 3.168752 2011-11-18 3.129048 -0.039704 0 -1.252974 0 

2011-12-15 3.113707 2012-11-27 4.814186 1.700479 1 54.612678 1 

2012-12-11 4.856636 2012-12-12 4.83545 -0.021185 0 -0.436211 1 

2012-12-26 4.901173 2012-12-27 4.856323 -0.04485 0 -0.915078 1 

2013-01-08 4.918603 2013-01-18 4.823144 -0.095459 0 -1.940765 1 

2013-02-22 4.826905 2013-02-27 4.669919 -0.156986 0 -3.252316 1 

2013-03-29 4.681984 2013-04-03 4.593513 -0.088471 0 -1.889607 1 

2013-04-09 4.628495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表 7 的统计结果来看，假若按照趋势投资策略对反转 10 进行改进，共计有

18 次交易信号出现，其中有 15 次都会以追高的结果告终。假若按照表 7 中的

交易策略执行，反转 10 策略最终相对沪深 300 净值仅有 4.82，低于原始的相

对净值 5.41。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于反转 10 策略，买入并持有是较优

的策略。 

最新反转 10策略持仓列表 

我们将最新以期（2013 年 8 月）的反转 10 持仓列表放在表 8 中，10 只股票的

8 月平均涨幅为 8.04%，ROE 股票池 8 月平均涨幅为 6.12%。同期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为 4.24%，有 7 只股票战胜同期沪深 300 指数。 

表 8：反转 10 最新持仓列表 

代码 股票名称 所属行业 7 月区间涨幅 
20130801-201308

09 区间涨跌幅 

002311.SZ  海大集团 农林牧渔 -17.18% 4.44% 

600809.SH  山西汾酒 食品饮料 -14.01% 3.68% 

002081.SZ  金螳螂 建筑建材 -13.37% 7.68% 

600519.SH  贵州茅台 食品饮料 -11.12% 2.57% 

002375.SZ  亚厦股份 建筑建材 -10.60% 16.00% 

603008.SH  喜临门 轻工制造 -10.49% 20.88% 

002251.SZ  步步高 商业贸易 -9.64% 5.07% 

600729.SH  重庆百货 商业贸易 -9.44% 8.54% 

002700.SZ  新疆浩源 公用事业 -9.26% 8.30% 

002304.SZ  洋河股份 食品饮料 -8.91% 3.27% 

资料来源：天软科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后续研究思路讨论 
本篇报告从基本面加技术面选股的思路出发，结合过往对于基本面选股策略的

研究，从 ROE 选股策略确定基本面良好的股票池，通过对 ROE 股票池当期和

下期 RPS 指标的分析发现：ROE 股票池大都保持长期动量，短期反转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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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利用反转因子对其进行增强。实证结果表明，ROE 股票池本身有明

显由于全市场等权的过往表现，这种表现往往可以在大概率情况下得到有效的

延续。同时，假若我们按照月度进行调仓，每次仅选择 ROE 股票池中上月表现

较差的 10 只个股，可以很好的对原始的策略进行有效的增强。 

本篇报告是我们对于基本面和技术面结合策略的第二篇报告，得到的结论基本

一致：即在基本面有保证的股票池中，加入反转因子将进一步有效提高原本策

略的效果，后续我们将对更多的基本面出发的策略进行检验，以期完善目前的

选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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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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