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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债券⋯债券融资的利弊？-股识吧

一、债券利率收风险影响，为什么风险下降时，债券利率会下降
？为什么风险下降时，债券利率会下降？

..... 很简单，因为同样的收益情况你承担的风险高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收益来弥补
风险，反之，同样的收益风险降低，那么自然补偿的利息也就少，

二、债券的风险在哪里？

购买债券有两大基本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
利率风险：债券的价格也像股票一样，会发生波动。
对于持有债券直至到期的投资者来说，到期前债券价格变化没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那些想在债券到期前出售和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而言，债券价格的变化意义
重大。
债券价格的波动有多种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率的变化。
一个最基本规律就是：当利率上升的时候，债券的价格会下跌；
当利率下降的时候，债券的价格会上涨。
总之，利率和债券的价格成反向波动。
利率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因此债券基金经理对宏观经济研究非常透彻，对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非常敏锐，这一点，个人投资者是难以做到的。
信用风险：债券信用水平的高低，极大决定了债券的风险和收益水平。
政府由于信用水平极高，因此债券不愁发不出去，票面利率肯定是比较低的。
如果一个亏损企业发行债券，它必须承诺非常高的票面利率，没有高额的利率回报
，谁会没事儿把钱借给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风险高收益，这是金融市场上
的真理。
如何在高利息的债券中挑选出信用风险可控可管理的优良品种，这正是债券基金经
理的专业所在。

三、债券融资的利弊？

同银行贷款相比，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为项目筹集资金，具有以下优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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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范围巨大的资金（2）、能获得较长时间限的资金（3）、项目发起人遭到
较少的限制。
利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为项目筹资，也存在1些弊端：（1）、致使管理上的过度
忽视（2）、信誉评级的挑战（3）、较高的交易本钱（4）、债券到期时会构成对
项目现金流量的巨大压力（5）、项目债券的投资者有限。
查看原帖&gt；
&gt；
希望采纳

四、怎么玩债券？

国债（凭证式和记帐式）、公司债、企业债等。
证券公司开户，一般是沪深股东帐户，需要90元开户费以及身份证；
可以买卖股票、基金、记帐式国债、公司债、企业债和权证（买卖权证必须签风险
确认书）。
开完户就回家在电脑下载安装一个股票行情和委托软件，就可以在家买卖债券了。
一般开户的时候，证券公司会给你一个用户手册，指引你如何使用证券公司提高的
委托软件，操作很简单，只要你会用电脑不学也能明了。
你也可以在证券公司营业厅交易买卖，但是交易费用和佣金比在家网上交易要高。
最低买卖金额是1手债券（包括10张、即1000元面值）。
玩国债一般是指记帐式国债，因为它是上市交易的国债，相对于凭证式国债来讲，
凭证式国债只能到期才能赎回变成现金，中途如果急需变现，只有提前赎回但利息
很低或者几乎没有，或者拿到银行哪儿去抵押变现同时支付利息给银行；
所以才推出了记帐式国债，既上市交易国债，跟股票一样一起在市场上让投资者交
易。
如果你中途需要变现，你就可以直接卖掉，同时得到持有期间的利息。
因为国债交易量不如股票、权证以及基金，对投资者来说没有吸引力，买卖的人少
了，价格浮动自然不如股票等。
记帐式国债可以随时买卖，但是其价格跟股票一样是上下浮动，如果你卖的时候国
债价格下跌，你就会亏损；
反之，价格上涨你可以卖掉赚取差价；
记帐式国债到期后国家还是按100元/每张赎回。
企业债和公司债也和记帐式国债一样，发行时是按100元/张面值，上市开始交易后
其价格就随市场环境上下浮动，你在其中一买一卖赚取差价，也可以持有到期赚取
利息，但通常利率比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要低。
看每日二级市场的股票、基金、国债等价格行情，你直接到网上下载一个股票行情
软件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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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后输入股票、基金、国债代码就可以查询，不知道代码就输名称的拼音首字母
也可以；
或者鼠标点击顶拦的菜单“行情”——“分类股报价”，自己选“债券”就可以了
。

五、关于债券的问题！！

同银行贷款相比，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为项目筹集资金，具有以下优势：（1）
、能提供范围巨大的资金（2）、能获得较长时间限的资金（3）、项目发起人遭到
较少的限制。
利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为项目筹资，也存在1些弊端：（1）、致使管理上的过度
忽视（2）、信誉评级的挑战（3）、较高的交易本钱（4）、债券到期时会构成对
项目现金流量的巨大压力（5）、项目债券的投资者有限。
查看原帖&gt；
&gt；
希望采纳

六、关于债券的问题！！

具体一年后的收益取决于你购买的债券的利率，还有债券的成交价格。
例如去年发行的期限1年的记帐式国债的票面年利率为3.66％，那么一年后的本息
和是：100000*（1+3.66%）=103660；
但是该国债利率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所以存银行更划算。

七、什么是可转换债券？

可转换债券是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简称。
它是一种可以在特定时间、按特定条件转换为普通股票的特殊企业债券。
可转换债券兼具债券和股票的特征。
可转换债券兼有债券和股票的特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债权性。
与其他债券一样，可转换债券也有规定的利率和期限，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债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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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收取本息。
二、股权性。
可转换债券在转换成股票之前是纯粹的债券，但在转换成股票之后，原债券持有人
就由债券人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可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红利分配，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
三、可转换性。
可转换性是可转换债券的重要标志，债券持有人可以按约定的条件将债券转换成股
票。
转股权是投资者享有的、一般债券所没有的选择权。
可转换债券在发行时就明确约定，债券持有人可按照发行时约定的价格将债券转换
成公司的普通股票。
如果债券持有人不想转换，则可以继续持有债券，直到偿还期满时收取本金和利息
，或者在流通市场出售变现。
如果持有人看好发债公司股票增值潜力，在宽限期之后可以行使转换权，按照预定
转换价格将债券转换成为股票，发债公司不得拒绝。
正因为具有可转换性，可转换债券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公司债券利率，企业发行可转
换债券可以降低筹资成本。
可转换债券持有人还享有在一定条件下将债券回售给发行人的权利，发行人在一定
条件下拥有强制赎回债券的权利。
可转换债券兼有债券和股票双重特点，对企业和投资者都具有吸引力。
1996年我国政府决定选择有条件的公司进行可转换债券的试点，1997年颁布了《可
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极大地规范、促进了可转换债券的发展。
可转换债券具有双重选择权的特征。
一方面，投资者可自行选择是否转股，并为此承担转债利率较低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转债发行人拥有是否实施赎回条款的选择权，并为此要支付比没有赎回
条款的转债更高的利率。
双重选择权是可转换公司债券最主要的金融特征，它的存在使投资者和发行人的风
险、收益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并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对股票进行套期保值，获得
更加确定的收益。

八、债券可以买卖吗？

再给你说一下债券和基金的区别。
?债券就是借钱，A机构发债券，就是说A机构要借钱，债券就是你借给它钱的凭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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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着债券，就可以在债券到期的时候跟A机构来索取你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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