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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保险哪个股票好~投资：存款、保险、股票、房产
哪个好？-股识吧

一、银行业和保险业哪个更好？

哈哈，我来分享下我的观点。
首先说银行，银行主要是吸取储户的资金，给储户利息，再将储户存下来的资金，
以较高利息带给企业或是个人，这其实是银行的主要盈利模式！你认为银行的现金
流很强吗？实则不是，银行拥有的只是数字，你能明白吗？银行最长期的存款就是
五年，平时的银行存款，就是为了灵活方便，所以，银行实际上的大额资金并不是
非常的充足。
而至于保险公司，我不清楚你是否了解保险，对于寿险公司而言，像重大疾病、养
老等寿险，都是若干年缴费，正常都是20年左右，这20年左右的时间，客户是每年
都要定期向保险公司存钱的！而且保险公司收取的都是现金，而保险公司的真正盈
利途径，主要就是靠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如你所言，“在债券，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都差不多，保险比银行多了一个股市投资”证明你对保险了解的还是不少，也
还比较关注保险，因为股市投资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就是最新保险法更新后添加的
。
特别是在大型的设施建设上，保险公司可以做20年以上的长期投资，就是因为他每
年的客户存款只能多，不能少，非常确定，但是银行在这一点上，就比不了了！这
是保险公司非常大的盈利块头。
除了投资收益外，保险公司的盈利还有三项，死差费差和利差，死差是说，根据现
在的人口寿命和人口总体的健康情况，都会有非常精确的统计，他会预算出客户的
死亡年龄在什么情况，比如说现在，人口的平均寿命在80左右，那随着人口寿命的
不断延长，到了客户80岁时，还是非常硬朗的，那保险公司当时本应该理赔给客户
的身故金没有理赔出去，因为客户没有身故，比如说客户又存活了5年，那该给客
户的身故金都是数十万的，就在保险公司多运用了5年，这样就加大了保险公司盈
利的时间，也加大了盈利额度。
费差是说银行利率，保险公司的精算师，你可不要小看了，“还有保险多了一个通
过概率事件计算获取的利润，这一块属于靠天吃饭的地方，算是比银行多一个赢利
点吧”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保险公司的精算，绝对不是乱蒙的，一切都要讲究数据
的。
如现在的银行利息较低，那保险的费率也就是按银行利率来的。
当银行利息上涨后，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签订的是合同，一切照合同办事，那保险
公司就还是按签订合同的低利率的标准给付客户费用，但是如果换作是高利率的情
况下，保险公司应该给付就应该高很多了，但是他之前签订的是低利率的时候，所
以，保险公司按合同，还是按低利率时签订的合同给付，这就是费差收益！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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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提到的投资收益了！这下你明白了吧！再则，纵观全球的保险公司和银行，
你不要看国内的保险公司，因为中国的保险公司成立时间最长的也才二十余年，但
是国际上的老保险公司就已经是数百年的历史了，就如同我们公司的股东，英国保
诚集团，距今已有160年的历史，世界的一战二战和很出名的泰坦尼克号时间，都
给予过理赔，这是内资的保险公司无法比拟的经历！也是他实力的认证。
因为保诚是全球所有保险公司中首创战争佩服和少儿保单的保险公司。
因为在过去，孩子的存活率非常低，所以风险概率自然很高，但是各保险公司不敢
承保，就是风险太大，可是保诚可以！你去看国内外所有的银行，过百年的银行，
少之又少，如果我没记错，甚至没有！为什么？？？美国雷曼可以破产，但是AIG
，政府却给以扶持，AIG就是保险集团，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呵呵，希望我的解答
，能让你了解到一些东西哦！

二、比较股票基金保险银行投资理财的优缺点

首先，他们的期限不一样啊。
股票是T+0，基金，保险，银行理财都是有时间限制的，签定合同之后资金就不能
动了。
其次风险不同，收益也就不同了，保险风险小，收益也是固定的，股票和基金风险
相对大，但收益也高，我想特别说一下银行理财，别以为它风险小，收益大哦，签
合同时看清楚了，也许到期没有收益呢~

三、买股票，国库券，保险还是存入银行好这是一个题目你们发
表下意见说说没什么和什么之间的好处吧？还有缺陷

呵呵 问题比较广啊 说来话长啊首先得看看您是不是打算来理财啊，保险是您整个
人生最基本的保障，也是您身体健康、收入的保障。
其次您说的国库券是只国家借老百姓的钱在固定的期限内给予一定的利息，当然肯
定比银行利息高，但是很难买的到，因为很多企业和老大爷等等都排队准备好了。
还有没有保障功能。
再次，股票是投资行为，所谓投资肯定有盈利或亏损，这就是“投资有风险，入市
须谨慎”。
再就是银行的存款，利息低，无保障，随存随取，也可国定存取。
所以您说哪个好与坏，我也没法给您评定，真正得准备的是保险保障，其他的理财
渠道自己可以灵活搭配，以却保能保本增值、抵御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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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在银行股票哪只最好

由于前期以银行和地产为首的大量一、二线蓝筹股引领大盘上涨，各个相关个股上
涨的幅度都很可观，尤其是几个主要的银行股，比如深发展A，招商银行，浦发银
行，包括中小板的宁波银行几个质地最好的银行都有50%甚至更高的幅度了。
即使工商和中行两个大龙头也有过盘中涨停的走势。
最近中信、华夏和交通也结束了补涨的行情。
加上由于建设银行即将回归A股，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目前整个银行板块全部陷入调
整的行情。
以银行目前的状况来看，最好是观望，不要贸然介入，多空双方在高位进行争夺，
短期看来空方略强一点，但这并不会影响银行股长期走牛的格局，毕竟国民经济的
核心是金融而金融行业占比最高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银行，在中国经济告诉增长的
周期内银行必然是最受益的行业。
所以如果想做短线的话，那么银行板块还没有再次启动的迹象，如果想长期持有的
话，不妨也等一个好的买点出现。
个股方面还是推荐前面说的几个质地很好的：深发展A，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包
括中小板的宁波银行。
包括建设银行在内会出现三个龙头权重银行股，不要贸然介入，它们明显是管理层
用来护盘的工具，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基本面都不具备很好的操作性。

五、

六、保险股 市盈率 对比银行股

因为股价高啊，想买的人多，价格就高了.个人认为，保险股好些因为中国保险还
在起步阶段，发展速度很快建议中国平安

七、保险和银行两种投资，选择哪个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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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说：1.亲，保险和银行，能算是投资吗？你说证券公司听了，得多伤心。
2.银行的主要功能，对于个人客户来说，就是储蓄，这是必须的。
3.保险公司，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保障，这也是生活必需品。
4.你可以说，它们是理财，是个人金融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说投资，有点搞笑。
5.这个不是选择题，想不明白您想做什么？唯一的回答就是，银行储蓄和保险保障
，都是人生活的基础需求，这个，不用选择吧。
理清思路，明确需求。
盲目，很可怕！祝好！

八、投资：存款、保险、股票、房产哪个好？

存款是最稳定的，但是不是最明智的。
因为物价上涨，就相当于人民币贬值，存在银行内实际上是缩水的。
保险的利率还不错，也相对安全。
股票的风险较大但是收益是最客观的。
房产建议近两年不要去碰，因为我国房产政策一直都是吃紧，不利炒房。
你可以把存款、保险、股票三者相结合进行投资。
个人建议拿出百分之25左右的钱炒股票。
其余的钱你可以自由分配到存款和保险。
如果你有好的项目去投资，强力建议去投资。
因为那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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