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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券有收藏价值吗：国库券现在有收藏价值吗-股识吧

一、55年至60年国债票样有收藏价值吗?

有的

二、国债券有没有收藏价值啊

国库券是指国家为了筹措财政资金，而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
到期还本的债务凭证。
我国自1981年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实物券开始，至取消实物券，代之以
凭证式和记账式债券的1998年为止，前后经历17年，共发行了80多个品种，金额高
达数千亿元人民币。
国库券面值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1000元、1万元、10万元、100万元等
。
国库券当年虽然发行量很大，但一旦到期绝大部分都兑付了，真正流存下来的十分
稀少，因此它受到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据业内人士介绍，早期的国库券图案精美、用纸考究、存世稀少、时代特色鲜明，
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三、90年发行的国债券有没有收藏价值

任何物品都有收藏价值的，只是看价值高还是低。
还有就是回报周期长还是不长。
对于你说的国债券，个人觉得回报周期有点长。

四、前苏联发行的国债是否只有收藏价值，而不能兑换了？

是的，解体十几年了，现在的前苏联发行的国债只有收藏价值了，是不以兑换的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国债，说不定它还具有收藏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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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发行的最老债券一分钱样板的。是1949年发行的。有收
藏价值吗？

当然有收藏价值。
从这个年代也是有收藏价值的70年了。

六、五七五八年的国债券有收藏价值吗？

有的 市场价格 1200元左右一枚

七、94年的一张100的国库券有收藏价值吗？

，价格不太好说，具体市价不太好说，可能在130～150之间吧，300显然是过高了
。
如果是旧票，由于市场交易并不活跃，旧的旧没有收藏价值了如果是全新收藏价值
有一点。
，还是去兑换掉吧

八、国库券现在有收藏价值吗

非常有价值。
国库券可以兑换人民币。
国库券是指国家财政当局为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
因国库券的债务人是国家，其还款保证是国家财政收入，所以它几乎不存在信用违
约风险，是金融市场风险最小的信用工具。
中国库券的期限最短的为一年，而西方国家国库券品种较多，一般可分为3个月、6
个月、9个月、1年期四种，其面额起点各国不一。
国库券采用不记名形式，无须经过背书就可以转让流通。
国库券利率变动： 因素国库券利率与商业票据、存款证等有密切的关系，国库券
期货可为其它凭证在收益波动时提供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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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强。
国库券有广大的二级市场，易手方便，随时可以变现，信誉高。
国库券是政府的直接债务，对投资者来讲是风险最低的投资，众多投资者都把它作
为最好的投资对象。
国库券的利率一般虽低于银行存款或其他债券，但由于国库券的利息可免交所得税
，故投资国库券可获得较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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