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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长期收益高为什么还要买债券__如果你有钱投资，你
会选择买股票还是买债券？-股识吧

一、如果你有暂时不用的钱，你会选择买股票还是债券？为什么
?

买债券债券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也许投资者会问，自己直接去买债券就好了，为
什么还要通过债券基金间接投资呢？也许还会问，债券基金的预期收益比股票基金
低，为什么要投资债券基金呢？
首先，投资债券基金可以让投资者买到更多的“好”债券。
投资者对国债投资可能很熟悉，到银行柜台买就是了（凭证式国债）。
实际上，目前个人可投资的债券品种比起债券基金要少，个人只可以购买银行柜台
交易或交易所交易的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凭证式或记账式企业债（目前对普
通投资者发行的凭证式企业债很少）、可转换公司债，不能买卖银行间市场交易的
国债和金融债。
假如投资了债券基金，就可能“买到”许多利率较高的企业债，也可以“进入”银
行间债券市场去买卖在那里交易的金融债和国债，获取更高的收益。
其次，通过对不同种类和期限结构的债券品种进行投资组合，可以较单只债券创造
更多的潜在收益。
债券和债券基金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而不同期限的债券对利率的敏感度不同，
长期债价格受利率变化影响较大，假如出现利率上升，长期债的价格就会下降而使
债券的持有人遭受损失。
再次，投资债券基金比投资单只债券具有更好的流动性。
一般债券是根据期限到期偿还的，如果投资于银行柜台交易的国债，一旦要用钱，
债券卖出的手续费比较高。
而通过债券基金间接投资于债券，可以获得很高的流动性，随时可将持有的债券基
金赎回，费用也比较低。
比起股票基金，虽然债券基金的潜在收益较低，但潜在风险也较小、收益稳定，而
且各项费用较低。
对于厌恶风险的投资者来说，债券基金是比较适合的基金品种之一，当然风险更低
的保本基金也是这类投资者可以选择的品种。

二、如果你有钱投资，你会选择买股票还是买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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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钱投资，条件是这些钱不是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要的。
我会把这些钱投入到股市中，因为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股票是没有风险的，尤其
是中国的股票。
要是买的是个不错又很有发展潜力的股票的话，那么他给我们的回报是很大的。
现在的社会是有钱的不知道如何去投资，而会投资的则又找不到资金。
呵呵.....我和你正好相反啊！

三、为什么有了银行,还需要有股票、债券和基金、信托这样的
融资筹资渠道?

你考虑一下每种渠道的融资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不同你就明白了银行，是通过贷款实
现的，钱的来源面很广，是非定向的，银行把钱借给你，你付贷款利息，银行只是
中介股票，是公司直接用公司的股权换来你的投资，你在投资的同时，作为股东，
享有收益权债券，类似于贷款，但是没有经过中介基金，是基金公司用客户的钱操
作，赚取管理费，但是操作收益不归管理者所有信托，也类似于银行贷款，只不过
相对来说，钱的来源是接近定向方式的，而且投资信托产品的客户起点会比较高，
一般都得资产上百万每个渠道有其不同的特点，类型不一样，途径不一样，权益不
一样，收入分配不一样等等吧，最终也就分别适合不同的人用来融资，只不过是多
样化而已

四、股票账户买债券的问题

在股票软件里债券有专门的选项；
点击既可债券是像股票那样有波动的；
但是你如果一直持有到期赎回就会给7%的利息

五、通俗一点解释一下股票 债券
分红是什么？为什么要发行股票
债券？经济效益是指什么？高一政治

简单来说，比如你想开个公司，但是手头没有足够的钱，筹钱的方法主要有如下两
种1.发行债券(相当于借钱)，借你钱的(买你债券的)就相当于债权人，无论你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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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了，只要还他本金加利息就行2.发行股票，买了股票的就是股东，相当于你们两
个合伙开公司，赚的钱要一起分，赚的多分他的就多(这就是分红)，不过你要是亏
了或破产了是不用还他钱的，和他自己做生意赔本是一个概念。
至于产生经济效益，你就当和赚钱了是一码事就行这么解释高一政治应该是够用了
。
。
。

六、买股票好还是买债券好

个人觉得债券的收益比股市稳定哈。
至于你想投资哪种就看你的风险偏好了哈。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望采纳，谢谢。

七、如果给你十万块钱，你会用来干嘛
买股票、基金、还是债券，为什么呢

买股票需要你对股票市场有所了解，并根据银行账号（设定为三方存款）到证券公
司开户，开户最低限由证券公司定，一般为5000元
买一些人身保险，存一些钱应急。
其余量入为出买基金定投。
基金是专家帮你理财。
基金的起始资金最低是1000元,定投200元起 买基金到银行或者基金公司都行。
银行能代理很多基金公司的业务，具体开户找银行理财专柜办理。
现在有些证券公司也有代理基金买卖的。
先做一下自我认识，是要高风险高收益还是稳健保本有收益。
前一种买股票型基金，后一种买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
确定了基金种类后，选择基金可以根据基金业绩、基金经理、基金规模、基金投资
方向偏好、基金收费标准等来选择。
基金业绩网上都有排名。
定投最好选择后端付费.
一般而言，开放式基金的投资方式有两种，单笔投资和定期定额。
所谓基金“定额定投”指的是投资者在每月固定的时间（如每月10日）以固定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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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如1000元）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中，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方式。
由于基金“定额定投”起点低、方式简单，所以它也被称为“小额投资计划”或“
懒人理财”。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具有类似长期储蓄的特点，能积少成多，平摊投资成本，降低整
体风险。
它有自动逢低加码，逢高减码的功能，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化总能获得一个比较低
的平均成本，
因此定期定额投资可抹平基金净值的高峰和低谷，消除市场的波动性。
只要选择的基金有整体增长，投资人就会获得一个相对平均的收益，不必再为入市
的择时问题而苦恼。
银行都是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的利率，在哪家银行存款，利率都是一样的。
越长利息越高，提前终止减少利息。
如果有可能要提前使用部分资金，又想要高利息，不妨分批分段存入：如每月存一
笔定期一年的，一年后就每月有钱可取，利息是一年定期的比零存整取高。
依此类推。
可以考虑各银行理财产品，时间短，利率比银行同期利率要高，但都是五万起点，
不能提前终止。
也可以购买国债.

八、债券是什么东西？股票又是怎么回事？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发行的股份凭证，代表着其持有者（即
股东）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是一种综合权利，如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
收取股息或分享红利等。
同一类别的每十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所有权是相等的。
每个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所有权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其持有的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重。
股票一般可以通过买卖方式有偿转让，股东能通过股票转让收回其投资，但不能要
求公司返还其出资。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是债权债务关系。
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有限责任，承担风险，分享收益。
债券（Bond）是指政府或公司向社会公众筹措资金，而向投资者发行的、确定债
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债券发行人是债务人，债券的购买者（投资者）是债权人。
广义上讲，债券包括国库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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