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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和股票哪个收益比较高投资基金和股票哪个收益更高
?-股识吧

一、股票和基金哪个更赚钱？

没有哪个好，一般股票风险高，但是基金里也有分离基金比股票风险更高

二、基金与股票相比，性价比谁高?

股票与投资基金的比较 股票与投资基金，其一是发行主体不同。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股本时发行的，非股份公司不能发行股票。
投资基金是由投资基金公司发行的，它不一定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且各国的法律都
有规定，投资基金公司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发起人中必须有一家金融机构。
其二是股票与投资基金的期限不同。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凭证，它的存续期是和公司相始终的，股东在中途是不
能退股的。
而投资基金公司是代理公众投资理财的，不管基金是开放型还是封闭型的，投资基
金都有限期的限定，到期时要根据基金的净资产状况，依投资者所持份额按比例偿
还投资。
其三是股票与投资基金的风险及收益不同。
股票是一种由股票购买者直接参与的投资方式，它的收益不但受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且还受股票交易者的综合素质的影响，其风险较高
，收益也难以确定。
而投资基金则由专家经营、集体决策，它的投资形式主要是各种有价证券及其他投
资方式的组合，其收益就比较平均和稳定。
由于基金的投资相对分散，其风险就较小，它的收益可能要低于某些优质股票，但
其平均收益不比股票的平均收益差。
其四是投资者的权益有所不同。
股票和基金虽然都以投资份额享受公司的经营利润，但基金投资者是以委托投资人
的面目出现的，它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委托，但不能参与投资基金的经营管理，而
股票的持有人是可以参与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的。
其五是流通性不同。
基金中有两类，一类是封闭型基金，它有点类似于股票，大部分都在股市上流通，
其价格也随股市行情在波动，它的操作与股票相差不大。
另一类是开放型基金，这类基金随时可在基金公司的柜台买进卖出，其价格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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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资产基本等同。
所以基金的流动性要强于股票。
股票是投资于某个上市公司。
基金是投资于某个股票高手或者股票高手建立的公司。
股票的优点：投资回报率大 基金的优点：风险比股票小 股票的缺点：风险大
基金的优点：投资回报率不如股票

三、股票和基金哪个好？

股票收益更快但相应风险也更大一些，基金中得某些基金风险相对小一些，有一些
就近乎0风险，比如货币类等等。
交易软件可以去你开户的券商官方网站上去下载，更安全且能够用来交易。

四、投资基金和股票哪个收益更高?

当然是股票，股票的收益远远高于基金，不它的风险性也高，，而基金比较安全，
收益相对低些。

五、股票和基金哪个收益比较好.

那就先了解一下两者的区别吧： 1、风险收益不同。
股票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
基金的风险较低，它是专家理财工具，收益要比一般投资者买股票高。
2、投资组合不同。
股票需要较大资金进行组合；
基金相当于多只股票的组合，基金投资者用少量资金就可买到组合，降低了投资风
险。
3、缴纳税收不同。
股票要缴纳印花税；
基金免征印花税。
4、流动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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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是与其他投资者为交易对手，成功与否及成交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流动
性受到限制；
基金是与基金公司为交易对手，交易价格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础，流动性好。
场内开放式基金（包括LOF基金和ETF基金）、封闭式基金可以和股票那样买卖，
但场外开放式基金和股票的买卖交易方式不一样。
新手最好是带身份证到证券公司开沪深交易账户，办理银行转托管手续，开通网上
交易，存钱进账户就可以买卖股票，基金啦，目前大盘进入反弹阶段，由于成交量
无法放大，观望是最好的选择，要买股票基金最好是等合适的时机，平时可以到东
方财富网站多多学习一下，还可以下载大智慧新一代免费软件进行模仿操作，熟练
啦才开始找寻时机进行买卖操作，至于买股票还是基金，主要是看是买股票适合自
己还是买基金适合自己，不过新手最好是从玩基金入手，风险会小些。
一般来说，买基金做长线，每年收益在8-10%左右是没问题的，做股票就难说，那
是高风险高收益，随时都有赔钱的可能。

六、基金和股票.哪个风险小?收益高?

股票与投资基金，其一是发行主体不同。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股本时发行的，非股份公司不能发行股票。
投资基金是由投资基金公司发行的，它不一定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且各国的法律都
有规定，投资基金公司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发起人中必须有一家金融机构。
其二是股票与投资基金的期限不同。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凭证，它的存续期是和公司相始终的，股东在中途是不
能退股的。
而投资基金公司是代理公众投资理财的，不管基金是开放型还是封闭型的，投资基
金都有限期的限定，到期时要根据基金的净资产状况，依投资者所持份额按比例偿
还投资。
其三是股票与投资基金的风险及收益不同。
股票是一种由股票购买者直接参与的投资方式，它的收益不但受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且还受股票交易者的综合素质的影响，其风险较高
，收益也难以确定。
而投资基金则由专家经营、集体决策，它的投资形式主要是各种有价证券及其他投
资方式的组合，其收益就比较平均和稳定。
由于基金的投资相对分散，其风险就较小，它的收益可能要低于某些优质股票，但
其平均收益不比股票的平均收益差。
其四是投资者的权益有所不同。
股票和基金虽然都以投资份额享受公司的经营利润，但基金投资者是以委托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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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目出现的，它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委托，但不能参与投资基金的经营管理，而
股票的持有人是可以参与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的。
其五是流通性不同。
基金中有两类，一类是封闭型基金，它有点类似于股票，大部分都在股市上流通，
其价格也随股市行情在波动，它的操作与股票相差不大。
另一类是开放型基金，这类基金随时可在基金公司的柜台买进卖出，其价格与基金
的净资产基本等同。
所以基金的流动性要强于股票。

七、基金和股票收益怎么样？哪个更安全？

股票是一种有价证券，通俗的说就是企业或者公司在筹集资金时向出资人公开或者
私下给予的公司股份，是出资人对企业或者公司权力和义务的象征，楼主说到的个
人的炒股行为，也就是个人对某公司前景或者经营方式的认可的前提下，对该公司
进行的资本投入，是直接面对企业或者公司的；
而基金是要间接的证券投资方式，也就是基金募集人将零化整，进行统一的证券或
者其他投资，保证各基金持有人的分红收益，并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所以，字面上看起来，应该是股票的收益要更好。
但是要强调的是，因为个人对股市趋势把握的不到位或个人财力的有限，股票投资
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而基金通常是由有经验的管理人操作，而且资金一般雄厚，能
进行多元化投资，所以，更多时候收益可能要优于个人炒股，基金的风险也要相对
小于股票。
像楼主这样的新人的话，最好还是选择基金投资，最好是保本基金，相对较安全。
今年3月我国刚刚审批了一批新的保本基金，我个人比较看好其中的诺安保本混合
基金，这个基金的管理人张乐赛我以前也留意过，他管理的诺安优化收益券基金在
晨星数据显示是去年普通债券型基金收益的第一，我很看好~
4月8号-5月10日进行募集，楼主不妨也咨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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