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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配债买入了为什么持仓是0.买入委托已经成交了
为什么持仓100可用却是0-股识吧

一、工行配债我成功交易为什么剩余数量为零

要花钱买的，就8月31日申购有效。
配债上市后，可以和股票一样交易的。
有增值空间，建议持有

二、买入委托已经成交了 为什么持仓100可用却是0

买入委托已经成交了 为什么持仓100可用却是0，因为当天买入的股票，不能当天
卖出，所以持仓是有100股，但是不可卖出，也就是不可用。
到下个交易日可以卖出，就是可用了。

三、买入委托已经成交了 为什么持仓100可用却是0

买入委托已经成交了 为什么持仓100可用却是0，因为当天买入的股票，不能当天
卖出，所以持仓是有100股，但是不可卖出，也就是不可用。
到下个交易日可以卖出，就是可用了。

四、我买的股票怎么多了10股股票配债，是什么意思

股票配债就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融资行为。
某公司要发行债券，如果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那么就优先可以获得购买此上市公
司债券的优先权。
例如：民生银行发行200亿可转债的时候给老股东的优先申购权，你账户中成本价
显示0你肯定没有参与配售，现在显示的那个当前价和市值没什么意义的，其实只
是告诉你按照100一张的价格申购，并不是这个权利就值100一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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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股票配债操作： 就是在股票允许配债的申购日当天，你只需要账户里有
足够现金，输入委托代码，就可以得到这个转债，同时帐户里的现金就变成“某某
转债”。
只需要账户里有足够现金，输入委托代码，就可以得到这个转债，同时帐户里的现
金就变成“某某转债”。
如果你没有操作以上程序就代表你没有买入“某某转债”，你的账户显示的是“某
某配债”。
它的含义可以跟‘配股’对比认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股票配债

五、我买的股票怎么多了10股股票配债，是什么意思

股票配债就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融资行为。
某公司要发行债券，如果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那么就优先可以获得购买此上市公
司债券的优先权。
例如：民生银行发行200亿可转债的时候给老股东的优先申购权，你账户中成本价
显示0你肯定没有参与配售，现在显示的那个当前价和市值没什么意义的，其实只
是告诉你按照100一张的价格申购，并不是这个权利就值100一份了。
扩展资料股票配债操作： 就是在股票允许配债的申购日当天，你只需要账户里有
足够现金，输入委托代码，就可以得到这个转债，同时帐户里的现金就变成“某某
转债”。
只需要账户里有足够现金，输入委托代码，就可以得到这个转债，同时帐户里的现
金就变成“某某转债”。
如果你没有操作以上程序就代表你没有买入“某某转债”，你的账户显示的是“某
某配债”。
它的含义可以跟‘配股’对比认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股票配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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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股票配债买入了为什么持仓是0》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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