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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和股票哪个流动性强些⋯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
品，基金，保险，股票，各有什么优点，缺点，适合人群
？-股识吧

一、现在钱存银行和炒股哪个更合适？

最近炒股比较好，过了四月在存银行。

二、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品，基金，保险，股票，各有什么优
点，缺点，适合人群？

对您问题的答案，可以写一本书了。
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
您问到的问题概括为：理财。
其中：正确的实施步骤为： 第一：保险保障。
占年收入的10--20% 为正常家庭必备方案，家庭正常运转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叫 保本，一是保收入的本，二是保
额外巨大支持的洞不至于对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第二：银行储蓄
三到五个月工资 第三：日常消费：占年收入的30--50%
第四：投资：占年收入的20--35%， 投资可有： 定存（ 短期 固定收益）
分红，万能，养老，年金类保险 （长期，固定收益+浮动收益
短期支取可能有损失） 基金，股票，现在应该是进入的比较好的时机。
但是以前投资股票和基金的人现在是欲哭无泪。
风险比较大。
巨亏的可能性比较大，赢利空间也比较大
投资？？？小额担保公司，地下钱庄，民间借贷 短期内
收益可观，长期有本金拿不回来的风险。
为投资风险最高级。
投资实体经济：通常需要出人或出资，不一定适合普通人群。
粗劣方案，可能朋友们还有更好的方案，请跟贴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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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款、债券和股票等投资方式的优劣

存款优点：风险小，收益稳定。
缺点：利息收益，利息率低，收益不高。
债券优点：本金安全性高，收入比较稳定，许多债券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缺点：购买力风险大，没有经营权，需要承受利率风险。
股票的优点：能获得比较高的报酬，能适当降低购买力风险，拥有一定的经营控制
权。
缺点：风险大，普通股的价格受众多因素影响，收入不稳定。

四、按流动性大小排序：通货，储蓄存款，洗衣机，房屋，支票
存款账户，普通股股票。

虽然我很聪明，但这么说真的难到我了

五、五年期银行存单和上市公司股票哪个流动性强?为什么?

没有什么好比较的， 五年定期存款最多是5%点几，按现在的通胀率来算的话，年
化差不多5%，也就是说你的钱放在家里，第年100块钱就会少了5块多！把钱存在
银行基本上是保住你的钱不少，并不能说有赢利。
股票五年就很难说了，中国的股市才刚刚开始，从长期投资角度以及历史数据来看
，没有一只股票五年的时间没有翻倍！

六、五年期存单和上市公司股票谁的流动性强

最近炒股比较好，过了四月在存银行。

七、五年期存单和上市公司股票谁的流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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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大或者股市大。
存款如果被贷款给股市，流动性自然一样大。
存款不贷款给股市，自然流动性比不上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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