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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家投资股票最多__不动产，外汇，黄金，股票哪个
投资收益最高？-股识吧

一、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抄股的人最多?

根据股民的数量来看应该是中国，但是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看可能就不是中国了。

二、世界各大国家股市，，哪些国的股市风险相对小些，更容易
赚钱，更具有投资价值？

风险和收益成正比，所有的证券市场都是这样，不存在赚钱容易的。
或者这么说吧，欧美股市肯定比国门市场更成熟，但更成熟就意味着更充分的市场
竞争，更加要自身实力过硬，这样才能赚到钱！从市场发展程度来说，欧美肯定成
熟度高，风险系数小；
A股成长性更好，潜力更大些！

三、阿里巴巴哪个国家股份多

投資方式十法： 家庭投资理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资方式
都适合于工薪家庭： 储蓄——基础
银行储蓄，方便、灵活、安全，被认为是最保险、最稳健的投资工具。
储蓄投资的最大弱势是，收益较之其他投资偏低，但对于侧重于安稳的家庭来说，
保值目的可以基本实现。
股票——谨慎 股市风险的不可预测性毕竟存在。
高收益对应着高风险，投资股票的心理素质和逻辑思维判断能力的要求较高。
物业——必要 购买房屋及土地，这就是物业投资。
国家已将物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将物业交易费税有意调低并出台按揭贷
款支持，这些都十分利于工薪家庭的物业投资。
物业投资已逐渐成为一种低风险、有一定升值潜力的理财方式。
但是投资物业变现时间较长，交易手续多，过程耗时损力，是值得投资者考虑的一
个问题。
债券——重点 债券投资，其风险比股票小、信誉高、利息较高、收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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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国债，有国家信用作担保，市场风险较小，但数量少。
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的安全性值得认真推敲，同时，投资债券需要的资金较多，
由于投资期限较长，因而抗通货膨胀的能力差。
外汇——辅助 外汇投资，可以作为一种储蓄的辅助投资，选择国际上较为坚挺的
币种兑换后存入银行，也许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
外汇投资对硬件的要求很高，且要求投资者能够洞悉国际金融形势，其所耗的时间
和精力都超过了工薪阶层可以承受的范围，因而这种投资活动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
来说不太现实。
字画古董——爱好 名人真迹字画是家庭财富中最具潜力的增值品。
但将字画作为投资，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较难。
目前字画市场赝品越来越多，给字画投资者带来了一个不可确定因素。
古代陶瓷、器皿、青铜铸具以及家具、精致摆设乃至钱币、皇室用品、衣物等，因
其年代久远，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增值潜力极大。
但是在各地古董市场上，古董赝品的比例高达70％以上，要求投资者具有较高的专
业鉴赏水平，不适合一般的工薪家庭投资。
邮票——轻松 在收藏品种中，集邮普及率最高。
从邮票交易发展看，每个市县都很可能成立了至少一个交换、买卖场所。
邮票的变现性好，使其比古董字画更易于兑现获利，因此，更具有保值增值的特点
。
但近年来邮票发行量过大，降低了邮票的升值潜力。
珠宝——享受 珠宝，广义上可分为宝石、玉石、珍珠、黄金等制品，一般说来，
具有易于保存、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
投资珠宝，有一举两得的功效。
对于工薪家庭，珠宝可以作为保值的奢侈消费品，但作为投资渠道不可取。
钱币——细心 钱币，包括纸币、金银币。
投资钱币，需要鉴定它们的真伪、年代、铸造区域和珍稀程度，很大程度上有价值
的钱币可遇不可求。
因此，工薪家庭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做此类投资。
彩票——有度 购买彩票，严格上说不能算是致富的途径，但参与者众多，也有人
因此暴富，因此也渐渐被工薪族认同为投资。
彩票无规律可寻，成功的几率极低。
（哲里）

四、基金，股票，国债。投资哪个赚钱最多，哪个风险最高，哪
个资本最稳定。请阁下一一道来。

相比之下 国债最稳定 股票最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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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通和移动谁的股分国家最多，哪家的大股东是国家

在过去的2G时代，可以说是属于中国移动的时代。
中国移动独占鳌头，大展拳脚！据统计，移动占市场份额88%，而联通只占到10%
左右，另外的就是电信的小灵通，移动是联通的10倍左右！3G时代就不知道了，
据说电信的技术最成熟，可能发展最快，但目前我并没看到有许多人买电信的帐，
联通技术上也不错，但移动又是我国自主品牌，可能会会受到国家支持

六、亚洲有几个国家有股市

26个国家有股市

七、不动产，外汇，黄金，股票哪个投资收益最高？

投資方式十法： 家庭投资理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资方式
都适合于工薪家庭： 储蓄——基础
银行储蓄，方便、灵活、安全，被认为是最保险、最稳健的投资工具。
储蓄投资的最大弱势是，收益较之其他投资偏低，但对于侧重于安稳的家庭来说，
保值目的可以基本实现。
股票——谨慎 股市风险的不可预测性毕竟存在。
高收益对应着高风险，投资股票的心理素质和逻辑思维判断能力的要求较高。
物业——必要 购买房屋及土地，这就是物业投资。
国家已将物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将物业交易费税有意调低并出台按揭贷
款支持，这些都十分利于工薪家庭的物业投资。
物业投资已逐渐成为一种低风险、有一定升值潜力的理财方式。
但是投资物业变现时间较长，交易手续多，过程耗时损力，是值得投资者考虑的一
个问题。
债券——重点 债券投资，其风险比股票小、信誉高、利息较高、收益稳定。
尤其是国债，有国家信用作担保，市场风险较小，但数量少。
企业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的安全性值得认真推敲，同时，投资债券需要的资金较多，
由于投资期限较长，因而抗通货膨胀的能力差。
外汇——辅助 外汇投资，可以作为一种储蓄的辅助投资，选择国际上较为坚挺的
币种兑换后存入银行，也许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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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投资对硬件的要求很高，且要求投资者能够洞悉国际金融形势，其所耗的时间
和精力都超过了工薪阶层可以承受的范围，因而这种投资活动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
来说不太现实。
字画古董——爱好 名人真迹字画是家庭财富中最具潜力的增值品。
但将字画作为投资，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较难。
目前字画市场赝品越来越多，给字画投资者带来了一个不可确定因素。
古代陶瓷、器皿、青铜铸具以及家具、精致摆设乃至钱币、皇室用品、衣物等，因
其年代久远，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增值潜力极大。
但是在各地古董市场上，古董赝品的比例高达70％以上，要求投资者具有较高的专
业鉴赏水平，不适合一般的工薪家庭投资。
邮票——轻松 在收藏品种中，集邮普及率最高。
从邮票交易发展看，每个市县都很可能成立了至少一个交换、买卖场所。
邮票的变现性好，使其比古董字画更易于兑现获利，因此，更具有保值增值的特点
。
但近年来邮票发行量过大，降低了邮票的升值潜力。
珠宝——享受 珠宝，广义上可分为宝石、玉石、珍珠、黄金等制品，一般说来，
具有易于保存、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
投资珠宝，有一举两得的功效。
对于工薪家庭，珠宝可以作为保值的奢侈消费品，但作为投资渠道不可取。
钱币——细心 钱币，包括纸币、金银币。
投资钱币，需要鉴定它们的真伪、年代、铸造区域和珍稀程度，很大程度上有价值
的钱币可遇不可求。
因此，工薪家庭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做此类投资。
彩票——有度 购买彩票，严格上说不能算是致富的途径，但参与者众多，也有人
因此暴富，因此也渐渐被工薪族认同为投资。
彩票无规律可寻，成功的几率极低。
（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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