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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现金流量来选择股票基金初级投资者该怎么选择基
金呢？-股识吧

一、如何选择股票型基金

所谓股票型基金，是指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基金。
目前我国市面上除股票型基金外，还有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基金是指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基金，在国内，投资对象主要是国
债、金融债和企业债。
货币市场基金是指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
该基金资产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
期债券、企业债券、同业存款等短期有价证券。
这三种基金的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但从风险系数看，股票型基金远高于其他两种基金。
一要看投资取向。
即看基金的投资取向是否适合自己特别是对没有运作历史的新基金公司所发行的产
品更要仔细观察。
基金的不同投资取向代表了基金未来的风险、收益程度，因此应选择适合自己风险
、收益偏好的股票型基金。
二看基金公司的品牌。
买基金是买一种专业理财服务因此提供服务的公司本身的素质非常重要。
目前国内多家评级机构会按月公布基金评级结果。
尽管这些结果尚未得到广泛认同但将多家机构的评级结果放在一起也可作为投资时
的参考。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面对国内市场上众多的股票型基金，投资者可优先配置一定
比例的指数基金、适当配置一些规模较小、具备下一波增长潜力和分红潜力的股票
型基金。
投资股票型基金应注意风险。
由于价格波动较大，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投资。
除市场风险外，股票型基金还存在着集中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这些也
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关注的。
（郑立捷） 

二、初级投资者该怎么选择基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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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这类基金的风险较小1、选择有实力的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投资就是将钱交给基
金管理公司管理，因此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值得信赖是最基本的选择标准。
2、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基金产品 每只基金都在其产品说明书中对它的投资进
行了约定，不同的基金产品之间有一定的区别。
有的基金比较积极，可能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收益可能也会低一些。
比如说，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投资者就应该避免选择股票型基金，当投资于多只基
金时，虽然总体来说基金投资回报要比市场平均水平要高，要比投资人亲力亲为自
己投资要强。
但不同基金的业绩差异也是相当大的，而应该考虑比较稳健的混合型基金或者债券
型基金。
当然，也可以分散一部分风险。
3、选择好基金 市场上有众多基金；
另一些基金比较稳健，但同时也会有较大的风险，因此选择好的基金或好的基金组
合

三、如何选择基金?

基金--他和股票一样风险大，操作比较麻烦，易受消息的影响，特别是股票行情的
影响，被几个涨价炒盘，资金流动大 一般不建议操作。
还有基金他就是基金公司拿投资者的钱去做投资，一般投资的是股票。
因此他是一个长线投资。
基金定投------基金定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投资人避免选时的困扰，你随时都可以
做定投的。
定投华夏、嘉实或兴业基金公司的基金都不错的。
回报率只能从长期看，这几支基金过去5年的年回报率都超过了20%。
定投就是要长期投资，短期的回报率没有意义的。
因此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好自己是准备做什么样的投资。
关于基金定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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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一点的股票型基金可以选择指数型或者ETF.
定投最好选择后端付费，同样标的的指数基金就要选择管理费、托管费低的。
恕不做具体推荐，鞋好不好穿只有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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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何选择一只股票型基金

简单一点：要选一个好的基金，首先就是要选择好一点的基金公司（成立时间3年
以上，规模大，知名度好，综合实力强，投研团队稳定强大，售前售后客服服务好
，经常和投资者交流以及教育培训投资者，基金产品种类齐全，基金数量多，基金
业绩均衡，没有基金经理跳槽频繁的，没有特别大的负面新闻的，等等基本这些都
属于好的基金公司，选择这些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相对来说安全放心一点） 选到
好的基金公司，接下来就是在这些公司旗下的股票基金了，看看成立时间3年以上
的，业绩稳定良好的，费率不算高的，基金规模适中的基本就没问题了。
当然没有哪一个基金是完美的，有时这些基金跑得快点，有时那些基金跑得快点，
很正常的，关键看期长期的平均水平。
你可以参照晨星或其他知名基金评级网站，筛选出相对好的基金就可以了。
也可以看选择则股票基金排名前三分之一之内的，再其他评级排名选出前三分之一
的，然后看看，选那些你看中的公司旗下的（前三分之一的基金）一般这样选出的
基金不一定最好，但也是不会最差的。
当然也不是选定了就终身不变的，也可以定期3，5年看看，如果下滑厉害的，可以
即时适当调整。
几个注意点：1尽量不要选复制的2号基金
2尽量不要选大比例拆分后的基金，或大比例分过红的基金
3尽量不要选基金经理频繁换的基金 4尽量不要选3年以内成立时间的基金 5尽量不
要选规模过大和过小的基金，（一般50亿到150亿之间的适中），指数基金除外（
越大越好） 6尽量不要选重推销轻业绩的基金公司或基金 7尽量不要选太热门的和
太无人问津的基金（前者容易爆仓难管理，后者容易清算关闭）
等等，以上只是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
理财需谨慎，后果概不负责的 补充一下，当然最好是分时分批或者定投基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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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踩在高点，也不会踩在最低点，平摊时机，你不可能一下就选准最佳时机的。
熊市最适宜分时分批或定投；
牛市一次性的更好一点，买入马上就可以先赚钱，呵呵

五、新手如何选择、购买基金？网上怎样查看等？要特别详细的
说明

对于不太了解基金的可以定投 不然很容易亏损 银行的"基金定投"业务是国际上通
行的一种类似于银行零存整取的基金理财方式，是一种以相同的时间间隔和相同的
金额申购某种基金产品的理财方法。
基金定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平均投资成本，因为定投的方式是不论市场行情如何波
动都会定期买入固定金额的基金，当基金净值走高时，买进的份额数较少；
而在基金净值走低时，买进的份额较多，即自动形成了逢高减筹、逢低加码的投资
方式。
定投首选指数型基金，因为它较少受到人为因素干扰，只是被动的跟踪指数，在中
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情况下，长期定投必然获得较好收益。
而主动型基金则受基金经理影响较大，且目前我国主动型基金业绩在持续性方面并
不理想，往往前一年的冠军，第二年则表现不佳，更换基金经理也可能引起业绩波
动，因此长期持有的话，选择指数型基金较好。
若有反弹行情指数型基金当是首选。
国外经验表明，从长期来看，指数基金的表现强于大多数主动型股票基金，是长期
投资的首选品种之一。
据美国市场统计，1978年以来，指数基金平均业绩表现超过七成以上的主动型基金
。
因此我建议你主要定投指数基金，这样长期来看收益会比较高！
易方达上证50基金是增强型指数型股票基金，投资风格是大盘平衡型股票。
该基金属高风险、高收益品种，符合指数型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基金经理林飞除了担任上证50基金经理之外该基金经理还担任了指数基金深证100E
TF的基金经理，作为指数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其具有较强的指数跟踪能力和主动
管理能力。
2008年1季报基金经理表示，50指数基金将继续在严格控制基金相对基准指数的跟
踪误差等偏离风险的前提下，根据对市场结构性变化的判断，对投资组合做适度的
优化和增强，力争获得超越指数的投资收益，追求长期资本增值。
易方达管理公司是国内市场上的品牌基金公司之一，具有优异的运作业绩和良好的
市场形象。
公司目前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1374亿元，旗下囊括了12只权益类基金和6只固定
收益类基金。

                                                  页面 4 / 7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今年以来公司权益类基金净值排名出现了较大分化，整体业绩有一定下滑，但长远
看公司中长期投资实力仍较强。

六、怎样选择基金

七、想买股票/基金怎么选啊？ 第一次买～！

你第一次买建议你买基金。
基金根据风险大小分，股票型，混合型，货币型.你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投资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可进行分散投资，几种基金进行搭配购买.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性格及资金情况来定，怎么投资.
我可以说几个基金公司，你看根据你的个人情况，买什么样的基金。
广发、上投、易方达、华夏这几个公司的业基都很好。

八、怎样选择基金

投资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选择基金： 首先选择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的整体实力是挑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实力的基金公司往往不止一只金牌基金，而是在不同的产品线上有一个系列的基
金组合，而且该公司旗下的基金业绩排名都比较靠前，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或超过
其预设指标。
优秀的基金管理公司不仅能抓住短线机会，更注重把握中长线的投资方向，给投资
者提供稳定持续的投资回报。
对业绩表现大起大落的基金管理公司，必须谨慎对待。
其次是对基金的选择。
投资者必须考虑被选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否与本人的财务目标相一致，要收益与预计
相匹配，风险能承担，流动性适合资金流向。
老基金，须看相当一段时间的历史业绩，包括总回报率以及过往风险业绩评价；
新基金，主要看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契约。
费用成本方面，认申购费，赎回费大家都已经了解，但投资者都比较忽略基金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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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运作费，年度运作费年年提取，日积月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例如，用10万元投资基金，假设该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为10％，若年运作成本费为
1.5％，则20年后为49.725万元；
若年运作成本费为0.5％，则为60.858万元。
第三是对基金经理的选择。
由于基金业的发展在我国的历史较短，大家对基金文化的理解有限，国际上著名的
基金经理，不仅仅是大家所理解的一个优秀经纪人，一个优秀操盘手，更是一种理
财理念的掌门人，经过市场的锤炼成长为经济专家。
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经理的时候，不要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与任何投资相同，基金
经理过去的业绩并不是其未来成功的保障。
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的韧性尤为重要，投资者有必要研究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
经常关心基金经理最近的运作是否发生了变化，有无一贯性；
基金经理为客户提供自己对市场的看法与自己的投资目标是否一致等。
特别是积极成长型的基金经理，都推崇一种自下而上的投资策略，这种策略对基金
经理的要求相当高。
同情你，我们是同类人，不过最近我倒是赚了一点。
买了债鸡，有一只债鸡相当的不错，中海收益。
风险小但是又可以打点新股，收益还不错哟~~~ 你还能做一些定期定投，最好是定
投股票型基金，长期摊薄风险降低成本，也是现在市场中不错的选择噢。
希望我的答案可以对你有些帮助
基金是长期投资品种，买基金就要有长期持有的准备。
要考虑到投资期限，尽量避免短期内频繁申购、赎回，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近期股市持续暴跌，基金自然难以幸免，基金暴跌也是暂时的，长期持有基金会有
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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