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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交易和股票交易有什么相同－-股识吧

一、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那些债券和银行买的国债有何区别？

凭证式国债包括储蓄国债只能在银行买，利率高，但不能转让，提前兑付要罚息。
在银行买卖的记账式国债和在股票市场买卖的品种一般是一样的。
但有很大区别。
在银行，无论的买卖，你的交易对手是银行，且价格都是银行固定的，你只能接受
或者不参与买卖。
在股票市场可以象股票一样买卖国债，就是买卖价格是自己报的，就是竞价。
国债一般每年或每半年附息一次。
当然还有公司债，可转债等需要慢慢了解。

二、国债逆回购是不是跟股市一样有风险的

因为是用国债做担保的，可以说是无风险套利，只是收益率太低，股市行情不好时
大资金参与逆回购还行

三、

四、股票账户如何买国债？求教，跟买股票是一样的吗？需要什
么其他手续不？

对，跟买股票是一样的，可10张10张的买，上不封顶。
拥金比买股票还低得多。
买入后会把当期止的利息加在里面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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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请问股票，期货，国债各有什么区别？

国债属于保本型的，收益太低！ 股票只能买涨，交易限制太多，风险也很大！
&nbsp；
期货风险最大，但是收益最高！ 其实，&nbsp；
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即便是国债，银行存款也有跑不赢物价上涨，导致负利率
的风险！个人认为：风险一部分来自你选选择的理财产品，更大一部分来自你对这
个产品的认识程度，认识不够的话，风险再小的市场对你来说也是大的！ &nbsp；
银行里的黄金白银理财最好：周期短，收益高，买卖灵活，资金存取自由，有张网
银卡就可以登录网银开通黄金白银了，之后在电脑，手机上都可以买卖操作的，你
在网银里开通的时候输入我们机构号，交易手续费可以帮你降低一半，同时提供行
情买卖指导，我做这个5年多了，有丰富的价格走势分析和实盘买卖操作经验！
望采纳

六、国债和股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都属于证券类，可以自由买卖；
国债收益一般确定，基本无风险，且都是正收益；
股票收益不确定，风险较大，且有可能是负收益。

七、国债是什么意思？如何购买？有股票的风险大吗？

国债风险比股票小。
国债是由政府发行，但正如高风险高回报，所以国债收益率比股票低，但会比银行
利息高。
一般经济运行好的时候国债收益低于经济运行不好的时候。
你要关系央行发行新国债的时间，最好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点关注。
国债一般买不到，因为一发行后基本上社保、基金、保险、央企、大型公司等会在
第一时间购买。
原因就是国债安全性高。
你如果持有国债，买卖跟股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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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请问国债指数可以像股票一样买卖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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