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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和邮储股票哪个好⋯关于投资方式问题的，是收藏古
钱币好还是炒股基金好呢-股识吧

一、大家觉得各大证券的推荐的股票如何

证券公司推荐的股票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基本面，虽然是
资金推动市场，但是价值决定价格。
可以纳入备选股。
股票市场主要由投资者和投资对象组成。
技术面是反映投资者的信息，基本面是反映投资对象的信息。
二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搞清楚各大证券的评级区别，因为他们的用词不一样。
比如买入、增持、推荐、谨慎推荐等等。
然后，可以将各大证券公司推荐的股票纳入备选股，随时关注，把握好买入点，及
时切入。
他们推荐的股票一般是从基本面和整个行业来分析的，当然你也应该判断信息的真
伪和信息的影响力度。
总的来说，他们推荐的股票做长线还将就，当然是在好的大环境下。
目前中国股市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不多。

二、网上银行谁知道?

邮政有个支付183平台 不过没有工商的健全 个人建议换个工商的用
网上买基金股票什么的很方便

三、炒股用哪家银行的什么类型的银行卡比较好

选择什么银行和炒股没有直接关系，关系大一些的就是选哪个证券公司，佣金率低
一些。
一般都是用四大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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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银行股票哪个好点，谢谢

南京银行、宁波银行

五、这三只股票哪个更好？

国药股份

六、现在的股票哪个好

大势不好，建议观望

七、股票开户选哪个证券公司好

网上开户不一定哪个证券公司好，做股票主要靠你个人的智慧，并不是靠证券公司
，只要选一个手续费低并且业务办理方便的证券公司即可。

八、股票开户选哪个证券公司好

股票开户不一定选哪个证券公司好，证券公司只是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而买卖股
票完全靠个人的智慧，所以只要选一个收费低的就好了，而且要选个好的客户经理
，方便以后业务的办理。

九、关于投资方式问题的，是收藏古钱币好还是炒股基金好呢

我看还是做自己感兴趣的好了，炒股不是那么好做的。
你还是学生，炒股有风险要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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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投资什么的话，做基金定投好了，每个月一百块钱就可以了。
有的基金需要两百块钱有的需要500。
现在买基金还行，不过不建议像网上说的那样定投十年八年的，见好就收吧。
你定投几期，如果没钱了就不投了。
什么时候想赎回就赎回好了。
买基金需要到银行柜台上去签约。
如果你有银行卡，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直接开通网上银行开通基金交易，就可
以上网购买基金了。
或者直接在基金网站上购买，手续费打四折，但是因为要从网上银行划账，还要收
取一笔手续费。
建议用交通银行或者兴业银行，我用交通银行的，好多基金在交通银行打四折手续
费，也就是0.6%。
定投打8折。
反正手续费比较低。
但是买基金和炒股票的风险是一样的。
股票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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