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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和股票比债券有哪些特点债券与股票的比较-股识吧

一、股票和债券有什么区别？

其概念网上摘录如下：1股票与债券的区别 股票投资和储蓄存款这两种行为在形式
上均表现为：货币所有人将一定的资金交付给股份公司或银行机构，并获取相应的
利益。
但两者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1．性质不同。
股票投资和储蓄存款都是建立在某种信用基础上的，但股票是以资本信用为基础，
体现着股份公司与股票投资者之间围绕股票投资行为而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而储蓄存款则是一种银行信用，建立的是银行与储蓄者之间的借贷性债务债权关系
。
2．股票持有者与银行存款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内容不同。
股票持有者处于股份公司股东的地位，依法有权参与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并对股
份公司的经营风险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银行存款人的存款行为相当于向银行贷款，处于银行债权人的地位，其债权的内
容尽限于定期收回本金和获取利息，不能参与债务人的经营管理活动，对其经营状
况也不负任何责任。
3．投资增值的效果不同。
股票和存款储蓄都可以使货币增值，但货币增值的多少是不同的。
股票是持有者向股份公司的直接投资，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来自于股份公司根据盈利
情况派发的股息红利。
这一收益可能很高，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它受股份公司当年经营业绩的影响，处于
经常性的变动之中。
而储蓄存款是通过实现货币的储蓄职能来获取货币的增值部分，即存款利息的。
这一回报率是银行事先约定的，是固定的，不受银行经营状况的影响。
4．存续时间与转让条件不同。
股票是无期的，只要股票发行公司存在，股东不能要求退股以收回本金，但可以进
行买卖和转让；
储蓄存款一般是固定期限的，存款到期时存款人收回本金和利息。
普通的储蓄存款不能转让，大额可转让储蓄存单除外。
5．风险不同。
股票投资行为是一种风险性较高的投资方式，其投资回报率可能很高，但高回报率
伴随的必然是高度的风险；
银行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柱，其地位一般说来是稳固的，很少会衰落到
破产的危险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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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通常要低于股票的股息与红利收益，但它是可靠的，而且
存款人存款后也不必像买入股票后那样的要经常性的投入精力去关注它的变化。

二、股票和债券的异同？

股票投资和基金投资是目前国内投资者最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
股票投资是投资者购买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通过股价的上涨和公司的分红取得收
益。
而基金投资则是通过购买基金份额把钱交给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管理，通过基金
份额净值的增长来实现收益。
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股票是一种所有权凭证，投资者购买后就成为该公司的股
东，股票投资筹集的资金主要投向实业领域；
基金是一种受益凭证，投资者购买基金后就成为其基金受益人，所筹集资金主要投
向有价证券等金融工具。
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的波动较大，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而基金由
于进行组合投资，是一种风险相对适中，收益相对稳健的投资品种。
虽然通过基金间接投资证券市场增加了一些费用（如申购费、赎回费、托管费等）
，但它却可以带来显著的好处。
首先，它是低成本的专家理财，能节省投资者的时间。
其次，资金由专家来运作，进行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可取得较稳定的收益。
基金是把钱集中起来 由基金经理代为专业理财 股票是上市公司为筹集资金发行的
基金比股票的风险小 收益也小股票是上市公司发行的用以证明股东权益的法律证
明，而基金是将一篮子股票以科学的资产组合方式进行投资的一种仅以共享、风险
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
两者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反应的经济关系不同，股票反映的是所有权关系，基金反映的是信托关系 
第二，股票属于直接投资工具，筹集的资金主要投向实业，基金属于间接投资工具
，其筹集的资金主要投向有价证券等金融工具 第三，风险水平不同，股票的直接
受益取决于发行公司的经营效益，不确定性强，风险较大，基金主要投资于有价证
券，其收益可能高于债券，投资风险可能小于股票。
有什么不懂的伽（1丶5丶7丶8丶3丶7丶9丶4丶8）.了解！ 股票的话，是你自己在证
券公司开立一个个人炒股账户，自己独立买卖股票的行为。
基金说得简单点就是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拿基民的钱帮投资人做一个股票投资组合
，用你的钱去买若干只股票，优点是规避单一股票带来的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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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券与股票的比较

1，权利不同，债券时债权的凭证。
股票是所有权的凭证。
2，目的不同，发行债券时追加资金，属于负债不是资本金。
发行股票，是增加资本，列入公司资本。
发行债券的经济主体可以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公司企业等一般都可
以发行债券，单能发行股票的，只有股份有限公司。
3.期限不同，债券时有期投资，股票是无期投资
4.收益不同，债券可获固定利息，股票红利不固定。
5、风险不同，股票风险大，债券相对较小

四、股票和债券的异同？

首先，都是有价证券。
然后风险不同，收益不同。
股票风险大，收益高，是浮动的。
债券则相对低一点，较稳定

五、债券与股票的区别与联系，债券的概念及特点?

债券是按约定的利率和日期并且到期是要偿还本金的，收益来说要比存银行高又比
股票低，总的来说要稳定得多。
而且债券到期之前也可以在流通市场上实现，流动性还是较强。
利率一般是定了的，而且其偿还期限受法律保护，比股票要优先受偿的。
就看个人的风险偏好，因为债券波动幅度相对要小。

六、股票与债券各有什么优缺点？

发行股票筹资的优点
发行普通股票是公司筹集资金的一种基本方式，其优点主要有：
（1）能提高公司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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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筹集的是主权资金。
普通股本和留存收益构成公司借入一切债务的基础。
有了较多的主权资金，就可为债权人提供较大的损失保障。
因而，发行股票筹资既可以提高公司的信用程度，又可为使用更多的债务资金提供
有力的支持。
（2）没有固定的到期日，不用偿还。
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是永久性资金，在公司持续经营期间可长期使用，能充分保证
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3）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
公司有盈余，并且认为适合分配股利，就可以分给股东；
公司盈余少，或虽有盈余但资金短缺或者有有利的投资机会，就可以少支付或不支
付股利。
（4）筹资风险小。
由于普通股票没有固定的到期日，不用支付固定的利息，不存在不能还本付息的风
险。
股票筹资的缺点 发行股票筹资的缺点主要是： （1）资本成本较高。
一般来说，股票筹资的成本要大于债务资金，股票投资者要求有较高的报酬。
而且股利要从税后利润中支付，而债务资金的利息可在税前扣除。
另外，普通股的发行费用也较高。
（2）容易分散控制权。
当企业发行新股时，出售新股票，引进新股东，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分散。
另外，新股东分享公司未发行新股前积累的盈余，会降低普通股的净收益，从而可
能引起股价的下跌。
相对股票筹资而言，债券筹资的优点有：资金成本较低；
保证控制权；
具有财务杠杆作用。
缺点：筹资风险高；
限制条件多；
筹资额有限。

七、债券和股票有什么异同

首先，都是有价证券。
然后风险不同，收益不同。
股票风险大，收益高，是浮动的。
债券则相对低一点，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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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和公司股票相比，公司债券的特征有哪些？

1它是负债，企业要还本付息，股票不用还本
2债权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股东则可以分红3债权人有优先索赔权

九、简述股票与债券的特征，比较二者异同

股票是证明股东身份的法律文件，就是股东的身份证。
债券就是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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