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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票的优缺点是什么，投资股票的优缺点，以及注
意事项-股识吧

一、股票的利与弊是啥

依我的见解，只要你是长期投资，3者都能受惠，股票享受的是他的股息股利，及
他的复利惊人，因此个人比较喜欢股票，当然你要能选对时机点进场，要是另一个
选择我会选基金，那是在于定期定额小额投资，等累积到一定经额且又碰上股票进
场时机，那就更好了 股票：&nbsp；
公司为求事业经营顺利，利用公开公司财务状况、投资活动等讯息的发布，以便向
投资人募集资金，使公司营运或投资得以顺利进行。
在向投资人募集资金的同时也发给投资者一个凭证以做证明，这个凭证就是股票。
投资人拥有这凭证即是公司的股东，可以享有分派股票、股息、优先认股及参与股
东会发言表决等权利，而这种权利也可以透过股票市场的买卖来进行交换转让。
&nbsp；
基金：&nbsp；
基金是大众集资交给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的理财专家投资管理此笔金钱，其赚赔
的风险则归投资大众共同承担，累积成为一大笔钱后，委由专业的基金经理人管理
并运用其资金于适当之管道，如股票、债券等，当其投资获利时由投资大众分享，
赔钱时由大众分摊...&nbsp；
先评估自己对风险的承受度&nbsp；
和自己的理财目标&nbsp；
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nbsp；
投资基金来说有几个重点：&nbsp；
1.投资组合分散：&nbsp；
2.全球化布局：&nbsp；
3.长期持有&nbsp；
4.股债平衡&nbsp；
5.设定停损停利点，适时转换&nbsp；
6.定期定额&nbsp；
债劵：&nbsp；
公司债（Bond）&nbsp；
企业为筹措长期资金而向一般大众举借款项，承诺于指定到期日向债权人无条件支
付票面金额，并于固定期间按期依据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负债型证券。
&nbsp；
公司债发行时，通常有三个当事人：1.发行公司；
2.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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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托人。
所谓受托人，乃是发行公司为保障及服务公司债持有人，所指定之银行或信托公司
。
受托人工作为监督发行公司履行契约义务、代理发行公司按期还本付息、管理偿还
基金以及持有担保品。
&nbsp；
信用债券(Debenture)&nbsp；
当公司发行债券时，并没有提供任何担保品来做为抵押，此种债券即为信用债券。
此种债券完全依赖公司的信用作保证，因此只有信誉良好的大公司才得以发行。
为了保障持券人的利益，通常会在其发行的信托契约(deed of trust)上，列有一些使
发行公司受拘束的同意事项(covenant)，如公司分红须在信用债券清偿以后，或公
司尔后要发行同级债券及出售资产时，须由受托人(trustee)监督执行等。
在公司破产时，持券人于公司对特定担保利益(specific security
interest)清偿后，有权要求对其他资产比例分配。
&nbsp；
附属信用债劵 (Subordinated Debenture) 又称次级信用债券&nbsp；
若持券人债权的清偿在于其他债权清偿之后，其分配亦后于一般信用债券时，则此
种债券称为附属信用债券(subordinated debentures)。
也就是说，
当公司清算时，必须等到其他债务清偿完毕时，才能清偿附属信用债券的债务。
其清偿顺位仍优于特别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
与其他债券相较之下，由于求偿权顺位较低，风险较高，因此报酬方面也较高

二、优先股和普通股有哪些特征 其筹资有何优缺点

优先股没有投票权，普通股有 在公司破产清算时，优先股比普通股有优先赔付权
发行优先股筹资，可以不会丧失公司的管理权而获得资金

三、股票的利与弊是啥

依我的见解，只要你是长期投资，3者都能受惠，股票享受的是他的股息股利，及
他的复利惊人，因此个人比较喜欢股票，当然你要能选对时机点进场，要是另一个
选择我会选基金，那是在于定期定额小额投资，等累积到一定经额且又碰上股票进
场时机，那就更好了 股票：&nbsp；
公司为求事业经营顺利，利用公开公司财务状况、投资活动等讯息的发布，以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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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募集资金，使公司营运或投资得以顺利进行。
在向投资人募集资金的同时也发给投资者一个凭证以做证明，这个凭证就是股票。
投资人拥有这凭证即是公司的股东，可以享有分派股票、股息、优先认股及参与股
东会发言表决等权利，而这种权利也可以透过股票市场的买卖来进行交换转让。
&nbsp；
基金：&nbsp；
基金是大众集资交给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的理财专家投资管理此笔金钱，其赚赔
的风险则归投资大众共同承担，累积成为一大笔钱后，委由专业的基金经理人管理
并运用其资金于适当之管道，如股票、债券等，当其投资获利时由投资大众分享，
赔钱时由大众分摊...&nbsp；
先评估自己对风险的承受度&nbsp；
和自己的理财目标&nbsp；
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nbsp；
投资基金来说有几个重点：&nbsp；
1.投资组合分散：&nbsp；
2.全球化布局：&nbsp；
3.长期持有&nbsp；
4.股债平衡&nbsp；
5.设定停损停利点，适时转换&nbsp；
6.定期定额&nbsp；
债劵：&nbsp；
公司债（Bond）&nbsp；
企业为筹措长期资金而向一般大众举借款项，承诺于指定到期日向债权人无条件支
付票面金额，并于固定期间按期依据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负债型证券。
&nbsp；
公司债发行时，通常有三个当事人：1.发行公司；
2.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
3.受托人。
所谓受托人，乃是发行公司为保障及服务公司债持有人，所指定之银行或信托公司
。
受托人工作为监督发行公司履行契约义务、代理发行公司按期还本付息、管理偿还
基金以及持有担保品。
&nbsp；
信用债券(Debenture)&nbsp；
当公司发行债券时，并没有提供任何担保品来做为抵押，此种债券即为信用债券。
此种债券完全依赖公司的信用作保证，因此只有信誉良好的大公司才得以发行。
为了保障持券人的利益，通常会在其发行的信托契约(deed of trust)上，列有一些使
发行公司受拘束的同意事项(covenant)，如公司分红须在信用债券清偿以后，或公
司尔后要发行同级债券及出售资产时，须由受托人(trustee)监督执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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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破产时，持券人于公司对特定担保利益(specific security
interest)清偿后，有权要求对其他资产比例分配。
&nbsp；
附属信用债劵 (Subordinated Debenture) 又称次级信用债券&nbsp；
若持券人债权的清偿在于其他债权清偿之后，其分配亦后于一般信用债券时，则此
种债券称为附属信用债券(subordinated debentures)。
也就是说，
当公司清算时，必须等到其他债务清偿完毕时，才能清偿附属信用债券的债务。
其清偿顺位仍优于特别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
与其他债券相较之下，由于求偿权顺位较低，风险较高，因此报酬方面也较高

四、投资股票的优缺点，以及注意事项

优点，有牛市，缺点有熊市。
注意，要有价值投资心理。
不心急不贪心。

五、优先股和普通股有哪些特征 其筹资有何优缺点

优先股没有投票权，普通股有 在公司破产清算时，优先股比普通股有优先赔付权
发行优先股筹资，可以不会丧失公司的管理权而获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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