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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可以定投吗?怎样算收益~大家帮我算一算..如果我每
个月定投300元股票型基金..5年后的收益是多少?-股识吧

一、如何计算股票预期收益？

在衡量市场风险和收益模型中，使用最久，也是至今大多数公司采用的是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CAPM)，其假设是尽管分散投资对降低公司的特有风险有好处，但大部
分投资者仍然将他们的资产集中在有限的几项资产上。
比较流行的还有后来兴起的套利定价模型(APM)，它的假设是投资者会利用套利的
机会获利，既如果两个投资组合面临同样的风险但提供不同的预期收益率，投资者
会选择拥有较高预期收益率的投资组合，并不会调整收益至均衡。
我们主要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基础，结合套利定价模型来计算。
首先一个概念是β值。
它表明一项投资的风险程度：资产i的β值=资产i与市场投资组合的协方差/市场投
资组合的方差市场投资组合与其自身的协方差就是市场投资组合的方差，因此市场
投资组合的β值永远等于1，风险大于平均资产的投资β值大于1，反之小于1，无
风险投资β值等于0。
需要说明的是，在投资组合中，可能会有个别资产的收益率小于0，这说明，这项
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会小于无风险利率。
一般来讲，要避免这样的投资项目，除非你已经很好到做到分散化。
下面一个问题是单个资产的收益率：一项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其β值线形相关：资
产i的预期收益率E(Ri)=Rf+βi[E(Rm)-Rf]其中： Rf：
无风险收益率E(Rm)：市场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βi： 投资i的β值。
E(Rm)-Rf为投资组合的风险溢酬。
整个投资组合的β值是投资组合中各资产β值的加权平均数，在不存在套利的情况
下，资产收益率。
对于多要素的情况：E(R)=Rf+∑βi[E(Ri)-Rf]其中，E(Ri)：
要素i的β值为1而其它要素的β均为0的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首先确定一个可接受的收益率，即风险溢酬。
风险溢酬衡量了一个投资者将其资产从无风险投资转移到一个平均的风险投资时所
需要的额外收益。
风险溢酬是你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减去无风险投资的收益率的差额。
这个数字一般情况下要大于1才有意义，否则说明你的投资组合选择是有问题的。
风险越高，所期望的风险溢酬就应该越大。
对于无风险收益率，一般是以政府长期债券的年利率为基础的。
在美国等发达市场，有完善的股票市场作为参考依据。
就目前我国的情况，从股票市场尚难得出一个合适的结论，结合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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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来估计风险溢酬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二、定投基金如何算收益？

1.收益的简单计算方法：用有的基金份额*净值，然后再跟你投入的钱做比较，如
果是现金分红的话，还要算上已经分红得到的钱 2.基金的收益归根结底是和基金公
司的投资能力有关，只要基金公司的投资能力跟整个市场（全体同类基金）的平均
收益率差不太多，就说明该基金不是太差 3.投资基金不是银行储蓄，绝对不能用利
息的概念来衡量，投资基金是有风险的，有可能遭受本金的损失，之所以说定投不
必在意市场短期的涨跌，是因为定投的目的是用小额的、持续的、稳定的投入来获
得整个市场的长期平均收益率，时间越长风险越小，这也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投资的
基金不要破产，否则定投也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三、基金定投应注意什么？怎样才能赚到期望收益？

基金定投是每隔一定时间投入一定金额的方式来购买基金，积少成多，来平均投资
成本，降低投资风险。
进行基金定投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基金定投适合长期理财目标的投资，两年以内的短期投资不太适合。
根据理财目标，可以决定每期投入的金额。
如果要在20年后拥有50万元，假设年化收益率8%的话，每个月投入1000元就可以了
。
2、定投的基金数量不宜过多。
通常500元左右1只基金即可，最多4——5只。
太多了过于分散，太少了非系统性风险较大。
3、基金品种选择结合自己的投资期限来确定基金组合。
10—20年可以选择相对激进些的股票型和指数型基金；
5年左右最好选择相对稳健的基金组合。
要注意基金品种的选择，要选择一些净值波动幅度比较大的偏股型基金，包括股票
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对于这类基金，通过定期投资来平均净值波动比较有意义。
比较稳健的债券型基金定投的意义不大，不过可以作为中长期零存整取的替代品种
。
另外，波动幅度很大的杠杆型基金的投资需要投资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也不适
宜作为定投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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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投的基金可以指数型基金和主动型基金相结合。
指数型基金占少部分，主动型基金占比高一些。
这样可以在市场的平均收益水平基础上获得一些超额收益。
指数型基金最好选择跟踪大盘股小盘股都涵盖的指数，这样无论是大盘股行情还是
小盘股行情都能分享。
主动型基金要选表现优异、择时择股能力都比较好的股票型基金或者混合型基金。
4、基金定投需要跟踪设定好基金定投计划，并不等于就一劳永逸了，要对资本市
场和基金品种进行跟踪。
如果发现组合中的主动型基金的业绩表现在连续两个季度都落后于市场平均水平，
要考虑换成其它基金品种。
如果自己没专业或者时间不够，可以考虑借助展恒理财这样的第三方理财顾问公司
的服务。
5、基金定投的时间选择有门道。
基金定投比较适合趋势向上的市场，这样投入越多收益越多。
对于目前这种市场虽然下跌了不少，但估值还处于相对低位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
投资的，如果资金允许，低位应该追加投资。
如果发现资本市场处于明显高位泡沫期，除了要停止设定的基金定投计划外，还要
逐渐把已经投资的份额赎回，规避市场下跌风险。
等到市场下跌到低位后，风险大幅释放，再将资金投入。

四、

五、我打算定期定额投股票基金每月存1000元。存上10年。10年
后能收益吗。股民回答。

这个说不准，因为你的收入与基本的赢利有直接关系，你想肯定收益，可以放银行
定期存款。
每个月存一千的话，10年后利息估计有2-3万。

六、股票型基金适合定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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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投其实是一种自我强制的储蓄活动，目的就是积少成多和平滑市场风险。
因此，股票型基金是适合定投的。
定投的原则就是要坚持，坚持3年以上就会获得超过CPI，超过定期存款，超过指数
的收益。
如果定投的时间短，正好赶上股票的下跌周期，那就会赔钱。

七、如何计算股票的收益和风险

我理解你是想问购买股票的收益和风险。
股票收益的计算收益=（卖出价-买入价）/买入价*100
（%）其中卖出与买入价都应考虑交易费用。
收益可能为正即盈利，也可能为负即亏损。
股票风险的计算所谓风险通常是指不确定性，对购买股票来讲，可理解为买入股票
后盈利的可能性（概率）的大小。
而个股的涨跌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与管理层政策、市场供需、个股基本面、个股
技术面等有关。
这样风险测算的难度就很大了。
不过也可以简化：例如很多技术流派，只跟踪趋势和成交量，这样风险度量就有股
价涨跌概率=F（趋势、成交量）这样的关系了。
个人拙见，呵呵。

八、大家帮我算一算..如果我每个月定投300元股票型基金..5年后
的收益是多少?

展开全部股票型基金不像储蓄存款一样是固定收益，他会涨，也会跌，5年后有可
能翻好几倍，也有可能连一半也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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