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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和股票风险哪个大__有笔钱该投资？买股票还是买
房？哪个风险小点，利润比较大？-股识吧

一、买股票好还是买房子好

二者都是投资的好方法。
如果你想寻求刺激，又有一定的股票知识，可以考虑进入股市；
如果你对房屋所在地的地价报有很高的期望值，那就可以进行房地产投资。
2008年中国的经济还是会平稳的发展的，经济的发展必将能够带动投资，所以不论
是股票还是房地产，都还有投资的机会。
但是不管是哪种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也要注意规避风险。
对于股市来说，主要就是泡沫问题，现在很多股票的市盈率过高，股价不在正常的
价位；
对于房地产，前段时间有点炒的太热，国家最近也在大力抑制这种房地产投资过热
的趋势。

二、房价和股市什么关系

房价与股市的关系：1、股票的价格是由公司的资产价值和未来收益决定的，房产
的价值是由当前已有的周边公共配套设施的价值（居住属性）以及未来会增加的城
市配套设施的价值（投资属性）共同决定的；
2、发达国家的房产由于城市建设已经完成，不会再进行城市公共设施的增加建设
，所以房产价格基本稳定（只有居住属性没有投资属性）；
3、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由于城镇化的进行，会不断涌进农村人口就要求不断增加
城市公共配套设施来容纳新增人口，这样的房产就会具有投资价值所以房价就会上
涨。
4、房价顶峰的时候，股市已经反弹了，并和房价同步上升过一段时间。
股市顶峰的时候，房价已经反弹了，并和股市上升过一段时间。
反过来说，所以房价最低的时候，股市不是最高，股市还要和房价一起上涨一小段
时间。
股市最低的时候，房价不是最高，房价还要和股市一起上涨一小段时间。
扩展资料：市场特点：1、 有一定的市场流动性，但主要取决于当日交易量（交易
量取决于投资人心理预期）。
2、股票市场只在纽约时间早上的9：30到下午4：00（中国市场为下午三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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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市后的场外交易有限。
3、成本和佣金并不是太高适合一般投资人。
4、 卖空股票受到政策（需要开办融资融券业务）和资本（约50万）的限制，很多
交易者都为此感到沮丧。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房价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股票市场

三、股票和基金哪个风险更大

相对来说，股票的风险比基金大一些。
不过，只要是投资风险和收益总是一对欢喜冤家。
因为，所有投资产品都有共性，即风险与收益并存，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
。
投资时，风险不可能完全避免，但风险系数越小，安全程度也就越高。
比如，银行定存最安全，定存主要指银行的定期存款与购买国债等常规的理财方式
，其特点是风险低，低到几乎无风险。
基金投资主要指从各大基金管理公司购买的不同类型基金产品，不同基金风险与收
益也不同，一般来说，货币型基金风险较低，股票型基金风险偏高。
投资证券主要指从证券公司购买像股票、原油一类的有价证券。
相对而言收益高的产品是证券，但它的风险也最大，弄不好就会变成赔钱。
通过以上分析看，每个人对投资时好的定义是有差别的，但安全都是必要的一条。
所以，简单说，水平高股票，水平一般还是基金吧。

四、投资房地产有什么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是指由于房地产市场上同类楼盘供给过多，市场营销竞争激烈，最终给房地产投资
者带来的推广成本的提高或楼盘滞销的风险。
2、购买力风险。
是指由于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使得人们的购买力下降。
在收入水平一定及购买力水平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人们会降低对房地产商品的消费
需求，这样导致房地产投资者的出售或出租收入减少，从而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
3、流动性和变现性风险。
由于房地产是固定在土地上的，其交易的完成只能是所有权或是使用权的转移，而
其实体是不能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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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者在急需现金的时候却无法将手中的房地产尽快脱手，即使脱手也难达
到合理的价格，从而大大影响其投资收益。
4、利率风险。
是指利率的变化给房地产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贷款利率上升，会直接增加投资者的开发成本，加重其债务负担。
5、财务风险。
是指由于房地产投资主体财务状况恶化而使房地产投资者面临着不能按期或无法收
回其投资报酬的可能性。
扩展资料：房地产收益方式：1、投资分散策略房地产投资分散是通过开发结构的
分散,达到减少风险的目的,一般包括投资区域分散、投资时间分散和共同投资等方
式。
房地产投资区域分散是将房地产投资分散到不同区域,从而避免某一特定地区经济
不景气投资的影响,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
2、投资组合以及保险保险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说购买保险是十分必要的,它是转移
或减少房地产投资风险的主要途径之一。
保险对于减轻或弥补房地产投资者的损失,实现资金循环运动,保证房地产投资者的
利润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啬房地产投资者的信誉,促进房地产经营
活动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房地产保险业务主要有房屋保险、产权保险、房屋抵押保险和房地产委托保险。
房地产投资者在购买保险时应当分考虑造反房地产投资者所需要的保险险种,确定
适当的保险金额,合理划分风险单位和厘定费率以及选择信誉良好的保险公司等几
方面的因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房地产投资风险

五、目前干房地产风险大吗?赚钱吗?我准备作房地产开发商的,咨
询一下.谢谢.

呵呵，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房地产风险在不同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一线城市风险很高了，二线城市也不低，三
线城市还可以进，四线城市也能做。
当然我说的也是笼统的，具体的风险还要看具体的城市以及具体的地段，你在哪里
呢，我是西安的，一直做房地产市场策划方面，对房地产还是比较了解情况的，可
以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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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在是投资股票好，还是投资房地产好

目前的话应该是投资房地产，因为房价涨的话股市一定疲软，这是跟经济学有关系
的，股票一般都会亏，只有知道内幕消息的人才能赚利润。

七、买房与卖房产股票为何差别那么大？

除权就是公司转股或者送红股之后，股票总数增加但是总资产没变，所以需要重除
权，即总资金/新股票总数，得出新的股价；
而除息就是上市公司给股东分发红利之后的总资金变化，而总股数没变，需要除息
，即总资金/总股票数，的出新股价。
股票不仅分红扩股，而且会随着业绩的变化而导致股票价格变化，所以并不是持有
时间越长价格越高，即使有能翻好几倍的股票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把握好的。
而房地产的现状是中国人太多，农民工、大学生都涌入城市，房子却捉襟见肘，所
以会一直升值，再加上越来越多的炒房团，房地产变得暴利也就不奇怪了。

八、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风险到底有多大

市场上有一条不成文的公理：回报越高、风险越大。
最近十多年房地产有多火，造就了多少富翁，把房价炒到何种高度，尽人皆知。
回想一下，你家前十年买得房子多少钱？现在值多少钱？因此最高时期，房地产商
的利润可达200%。
房地产的主要风险：一、项目策划有问题，市场定位不准等等诸多原因，你的房子
卖不出去，你就会背着一屁股债。
极可能破产。
二、除了大型房地产商，人家那是不差钱。
资金链不会出现问题。
小房地产商则是通过融资、贷款、施工方垫资等形式完成项目，你的资金链万一断
裂，那么你的房产根本就完不成。
这样比第一项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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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笔钱该投资？买股票还是买房？哪个风险小点，利润比较
大？

买股票利润比较大，但是风险也大！ 买房子风险小，利润就要看运气了，如果运
气好，以便宜的价格买对地方，一转手...钱啊...
但相对买不对地方，那只能自己住了...或者租也可以....
如果你喜欢冒险就买股票，喜欢稳健就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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