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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该怎么买基金和股票—如何购买基金：：：：和股票-
股识吧

一、基金和股票的差别，绝对的新手，想尝试下，不知道应该怎
么去买，怎么交易?

基金和股票最根本的差别是买卖股票谁做主.
你想考验自己的财运和判断力你就自己买卖股票，否则做基金，让专家们去动脑子
.

二、如何购买基金：：：：和股票

了解基金的种类 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证券投资基金可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混合型基金等。
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
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债券、
股票基金规定的，为混合基金。
上市公司高管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案例上升，跟着高管买股会赚吗？⋯⋯
从投资风险角度看，几种基金给投资人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
其中股票基金风险最高，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最小，债券基金的风险居中。
相同品种的投资基金由于投资风格和策略不同，风险也会有所区别。
例如股票型基金按风险程度又可分为：平衡型、稳健型、指数型、成长型、增长型
。
当然，风险度越大，收益率相应也会越高；
风险小，收益也相应要低一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 首先，要判断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若不愿承担太大的风险，就考虑低风险的保本基金、货币基金；
若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则可以优先选择股票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比较合适具有固定收入、又喜欢激进型理财的中青年投资者。
承受风险中性的人宜购买平衡型基金或指数基金。
与其他基金不同的是，平衡型基金的投资结构是股票和债券平衡持有，能确保投资
始终在中低风险区间内运作，达到收益和风险平衡的投资目的。
风险承受能力差的人宜购买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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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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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要详细了解相关基金管理公司的情况，考察其投资风格、业绩。
一是可以将该基金与同类型基金收益情况作一个对比。
二是可以将基金收益与大盘走势相比较。
如果一只基金大多数时间的业绩表现都比同期大盘指数好，那么可以说这只基金的
管理是比较有效的。
三是可以考察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
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份额累计净值-单位面值)÷单位面值。
例如，某基金目前的份额累计净值为1.18元，单位面值1.00元，则该基金的累计净
值增长率为18%。
当然，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的高低，还应该和基金运作时间的长短联系起来看，如
果一只基金刚刚成立不久，其累计净值增长率一般会低于运作时间较长的可比同类
型基金。
四是当认购新成立的基金时，可考察同一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情况。
因为受管理模式以及管理团队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其他基
金有着良好的业绩，那么该公司发行新基金的赢利能力也会相对较高。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基金流动评价体系，也没有客观独立的基金绩
效评价机构提供基金绩效评价结论，投资者只能靠媒体提供的资料，自己作出分析
评价。

三、怎样买股票或基金 求专业回答

拿身份证去银行网点就可以了。

四、如何购买基金：：：：和股票

基金的挑选方法： 1。
初选5~10支业绩在1年以上的基金（比如06年5月到07年4月），这1年内大盘必然有
升有跌。
2。
计算每只基金每个月份的收益率（假如基金A在06年12月份收益率8%，基金B为5%
），和该月的大盘涨跌分别作比较（假如大盘6.5%，则A为正收益，B为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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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通过比较，看哪只基金的正收益多。
这样可以得到收益率最好的基金。
4。
然后再挑出大盘连续下跌最厉害的阶段，分别比较每只基金在这个阶段的收率情况
，看那只表现最好，可以得到抗风险能力最强的基金。
5。
综合评定，选出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基金。
几点感悟： 1．投资基金的实质是资金集中专家理财，基民是间接投资股市。
基金经理人拿着基金公司通过发行基金从基民们手中募集来的巨额资金投资在股票
、证券、票据等金融工具上，所得到的收益分摊到每一份基金份额上，体现为基金
净值。
你必须明白，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股票、债券、外汇、利息等收益。
2．基金的优点是风险分担，因为你的钱被分成很多份投资在多种不同的股票上。
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大盘朝上走的时候，涨的总比跌得多，因此基金基本上根
大盘走，只要大盘指数上升，绝大多数基金是赚钱的。
3．基金不是没有风险，只不过风险比股票要小得多，原因如第2条所讲，如果遇到
长期熊市，基金净值缩水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大部分的基金会退出股市，转而投
入债券或外汇市场。
能在熊市赚钱的基金才是好基金。
因此推荐大家在看基金历史业绩时应主要关注熊市时的业绩，这样比较容易找出好
基金。
4．我发现有些人很心急，有的在炒基金短线，有的人持有一支基金最长不超过3个
月，如果要做短线，建议紧跟大盘，见好就收，最好根据三个月前的业绩，制定一
个收益计划，比如说3个月收益15%，只要达到目标立刻赎回，不要太贪心。
5．专家讲基金要长期持有，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如果能持有5-10年，每只基
金都差不多。
6．选基金要看好基金经理，毕竟事情是人在做。
建议多研究前几年的10大基金经理评选结果，看看他们的访谈录，了解每个人的投
资理念，选择和自己投资理念相同的经理人，持有他的基金。
7。
选基金和选股票不同，选股票要买新发行的，选基金可要选历史业绩优良的，最好
是在熊市表现良好的。
8。
理论 + 实践=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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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白怎么入手股票，怎么操作啊，在哪里注册

要带上身份证和开通第三方托管的银行卡到券商柜台开户，目前有些券商支持网上
开户，但需要的手续除了这些还要有摄像头。
开户后根据券商给的帐户和软件就能通过网上买卖股票了，不过建议先学习一些常
识后再实盘操作。

六、一个小白玩股票，应该先从哪里入手呢？

1.股票的网上交易都是通过证券公司的，你到证券公司开户后，证券公司会给你一
个帐号，同时将你的银行卡和证券帐号关联起来，你在网上直接将银行卡里面的资
金转入证券帐户，然后在网上操作买卖。
开户费用是根据你选择的开户公司决定的，一般在100以内。
2.开户之后你回家在网上下载这个证券公司的软件，安装，然后输入你的帐户帐号
秘密进入，将关联的银行卡上资金导入证券帐户。
在交易时间段（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30到11点30，下午1点到3点）就可以买卖交
易股票。
3.交易费用 1.印花税0.1%
2.佣金0.2%-0.3%，根据你的证券公司决定，但是拥挤最低收取标准是5元。
比如你买了1000元股票，实际佣金应该是3元，但是不到5元都按照5元收取
3.过户费（仅仅限于沪市）。
每一千股收取1元，就是说你买卖一千股都要交1元 4.通讯费。
上海，深圳本地交易收取1元，其他地区收取5元 4.实用学习
股票基础知识讲座如何分析均K线：
第一讲：*：//player.youku*/player.php/sid/XMzgxMzExNg==/v.swf
第二讲：*：//player.youku*/player.php/sid/XNDc3NDk1Mg==/v.swf
第三讲：*：//player.youku*/player.php/si 股票知识的书籍（电子版）网站，下面三
个站点的内容比较适合初学者，你看看吧。
*：//*8nn8*/zt/gssm/股市扫盲 *：//*left-in*/stock_study_1.htm股市入门基础
*：//finance.sina*.cn/stock/blank/xgmgl.shtml股民入市全攻略
先要提醒你，股票市场始终是有风险的，不是传说中那么容易挣钱的。
作为新手，不建议你一开户就购买股票，买股票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都是一样，
股票也有好坏之分，要要筛选，这样你做股票才能挣钱，不然你盲目的买入，可以
说90%都是亏损的。
股票的买入和选择要根据你操作想法来决定，是做短线呢？还是做长线呢？在大盘
振荡的时候怎么做，在大盘稳涨的时候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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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你单一的那么考虑。
比如说你要做长线投资，就是买了后放个2-3年的时间，选择这种长线投资的股票
就要看该公司的业绩，基本面，成长性，国家政策扶植等方面。
一般在中国的股票市场里面，大盘蓝筹基本都适合做长线。
如果做短线的话，你就要去看最近的题材炒作，政府短期的消息面，股票市场里面
资金的流向等消息。
这些东西我只是简单的说，具体说的话肯定说不完的！建议你每天可以关注下中央
的财经频道的报道，网络上可以选择新浪财经，东方财富网。
理论学习和时机操作要结合，作为新手，不建议你一开始投入太多，尝试的少量投
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亿小分布资金仅仅当作学费，亏损了也不严重，挣
钱了更好，当你感觉自己基本摸清股票市场之后，再慢慢加大资金的投入！
希望建议对你有帮助，再次提醒你股票市场有风险，慎重操作

七、新手怎么购买基金？

了解基金的种类 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证券投资基金可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混合型基金等。
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
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债券、
股票基金规定的，为混合基金。
上市公司高管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案例上升，跟着高管买股会赚吗？⋯⋯
从投资风险角度看，几种基金给投资人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
其中股票基金风险最高，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最小，债券基金的风险居中。
相同品种的投资基金由于投资风格和策略不同，风险也会有所区别。
例如股票型基金按风险程度又可分为：平衡型、稳健型、指数型、成长型、增长型
。
当然，风险度越大，收益率相应也会越高；
风险小，收益也相应要低一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 首先，要判断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若不愿承担太大的风险，就考虑低风险的保本基金、货币基金；
若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则可以优先选择股票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比较合适具有固定收入、又喜欢激进型理财的中青年投资者。
承受风险中性的人宜购买平衡型基金或指数基金。
与其他基金不同的是，平衡型基金的投资结构是股票和债券平衡持有，能确保投资
始终在中低风险区间内运作，达到收益和风险平衡的投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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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承受能力差的人宜购买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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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要详细了解相关基金管理公司的情况，考察其投资风格、业绩。
一是可以将该基金与同类型基金收益情况作一个对比。
二是可以将基金收益与大盘走势相比较。
如果一只基金大多数时间的业绩表现都比同期大盘指数好，那么可以说这只基金的
管理是比较有效的。
三是可以考察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
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份额累计净值-单位面值)÷单位面值。
例如，某基金目前的份额累计净值为1.18元，单位面值1.00元，则该基金的累计净
值增长率为18%。
当然，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的高低，还应该和基金运作时间的长短联系起来看，如
果一只基金刚刚成立不久，其累计净值增长率一般会低于运作时间较长的可比同类
型基金。
四是当认购新成立的基金时，可考察同一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情况。
因为受管理模式以及管理团队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其他基
金有着良好的业绩，那么该公司发行新基金的赢利能力也会相对较高。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基金流动评价体系，也没有客观独立的基金绩
效评价机构提供基金绩效评价结论，投资者只能靠媒体提供的资料，自己作出分析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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