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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配债和正股有什么关系；债券与股票是什么关系?-股
识吧

一、什么是个股配债

就是上市公司为了募集资金发行公司债，优先配给股东，当然价钱和大家是一样的
。
搜索；
全球财经资讯股票学习 是个股票入门和交易知识的大型正规网站，我经常看该网
站的周股推荐，就是一个星期会推荐一个操作的股票，希望可以帮到你。
（天天财经网；
*：//*ttcaij*/）

二、股票和债券的关系？？？

&nbsp；
&nbsp；
&nbsp；
股票与债券都是有价证券，是证券市场上的两大主要金融工具。
两者同在一级市场上发行，又同在二级市场上转让流通。
对投资人来说，两者都是可以通过公开募集资本的融资手段。
股票和债券虽然都是有价证券，都可以作为筹资的手段和投资工具，但两者却也有
明显的不同： &nbsp；
1、发行主体不同：作为筹资手段，无论是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还是企业，都可以
发行债券，而股票则只能是股份制企业才可以发行。
&nbsp；
2、收益稳定性不同：从收益方面看，债券在购买之前，利率就已经规定，到期就
可以获得固定利息，而不管发行债券的公司经营是否盈利。
股票一般在购买之前没有股息率的确认，股息是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改变的。
&nbsp；
3、保本能力不同：债券到期可收回本金，也就是说连本带利都能得到，如同银行
贷款一样。
股票则无到期之说。
&nbsp；
4、经济利益关系不同：债券和股票实质上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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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
债券所表示的只是对公司的一种债权，而股票所表示的则是对公司的所有权。
&nbsp；
5、风险性不同：债券只是一般的投资对象，其交易转让的周转率比股票较低，股
票不仅是投资对象，更是金融市场的主要投资对象，其交易转让的周转率很高，市
场价格变动幅度很大，可以暴涨暴跌。

三、股票当中什嘛叫配债

今天600839发行可转债的分离债，而持有的股东可以优先配售，这就是配债！

四、转债股相比正股有哪些风险？

超过100买进的转债有除了有价格波动风险 还有上市公司强制回购风险

五、我收到民生配债1
股100元，我买进了，结果缴了1000元是不是亏?什么 是配债?.谢

配债就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融资行为，如果某公司要发行债券，你如果持有这家公司
的股票，那么你就优先可以获得购买此上市公司债券的优先权。
在申购日哪天，你只需要帐户里有现金，输入委托代码，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转债，
同时帐户里的现金就变成“某某转债”。
如果你没有操作以上程序就代表你没有买入“某某转债”，你的帐户显示的是“某
某配债”。
1、100股民生银行可配售88.5元可转债，1000元合成一手
2、行权价10.23元，可转债发行后在上交所交易，今年9月16日开始转股；
3、可转债6年有效期，前三年利率只有0.6%，后三年1.5%；
4、老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建议认购，很快就能在上交所上市，还能出现一些溢
价。
5、意思就是，如果民生银行股价超过10.23元，比如到了15元，就以10.23元行权买
入民生银行，然后在二级市场卖出去；
如果民生银行没到10.23元，就是一张债券，债券利率每年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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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可转债都不会亏。
仅供参考。
希望可以帮到您。

六、可转债如何交易

可转债是可以转换成股票的债券，投资者只要拥有了股票账户，就可以买卖可转债
。
具体操作时与股票类似，先输入转债代码，再输入买卖价格，然后输入买卖数量，
最后确认。
可转债1张面值100元，所以买卖价格也是100元左右。
可转债的买卖单位是“手”，1手等于1000元面值(10张)，在买卖时必须严格按“手
”为单位申报。
手续费大约是成交额的千分之一。
买卖可转债无须交纳印花税。
计算收益，就要看转股价、正股价、以及债券成本。
可转债可以直接在规定时间内转股，而分离式可转债，需要权证行权才可以得到股
票，其中的纯债部分不可以转股。
拓展资料：可转换债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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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票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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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券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公司的债券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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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可转债股票百科

七、债券与股票是什么关系?

债券与股票是什么关系? 债券(Bond)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机构直接向社
会借债筹措资金时，想向投资者发行，并且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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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
债券的本质是债的证明书，具有法律效力。
债券购买者与发行者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券发行人即债务人，投资者（或
债券持有人）即债权人。
债券是一种有价证券，是社会各类经济主体为筹措资金而向债券投资者出具的，并
且承诺按一定利率定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
由于债券的利息通常是事先确定的，所以，债券又被称为固定利息证券。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发行的股份凭证，代表着其持有者（即
股东）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是一种综合权利，如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
收取股息或分享红利等。
同一类别的每十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所有权是相等的。
每个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所有权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其持有的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重。
股票一般可以通过买卖方式有偿转让，股东能通过股票转让收回其投资，但不能要
求公司返还其出资。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是债权债务关系。
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有限责任，承担风险，分享收益。
二者基本没什么关系，要说关系也就是，他们都是金融产品

八、可转债如何交易

&nbsp；
&nbsp；
&nbsp；
股票与债券都是有价证券，是证券市场上的两大主要金融工具。
两者同在一级市场上发行，又同在二级市场上转让流通。
对投资人来说，两者都是可以通过公开募集资本的融资手段。
股票和债券虽然都是有价证券，都可以作为筹资的手段和投资工具，但两者却也有
明显的不同： &nbsp；
1、发行主体不同：作为筹资手段，无论是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还是企业，都可以
发行债券，而股票则只能是股份制企业才可以发行。
&nbsp；
2、收益稳定性不同：从收益方面看，债券在购买之前，利率就已经规定，到期就
可以获得固定利息，而不管发行债券的公司经营是否盈利。
股票一般在购买之前没有股息率的确认，股息是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改变的。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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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本能力不同：债券到期可收回本金，也就是说连本带利都能得到，如同银行
贷款一样。
股票则无到期之说。
&nbsp；
4、经济利益关系不同：债券和股票实质上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有价证券。
二者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
债券所表示的只是对公司的一种债权，而股票所表示的则是对公司的所有权。
&nbsp；
5、风险性不同：债券只是一般的投资对象，其交易转让的周转率比股票较低，股
票不仅是投资对象，更是金融市场的主要投资对象，其交易转让的周转率很高，市
场价格变动幅度很大，可以暴涨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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