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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股票和债券如何；股票与债券各有什么优缺点？-股
识吧

一、股票与债券各有什么优缺点？

发行股票筹资的优点
发行普通股票是公司筹集资金的一种基本方式，其优点主要有：
（1）能提高公司的信誉。
发行股票筹集的是主权资金。
普通股本和留存收益构成公司借入一切债务的基础。
有了较多的主权资金，就可为债权人提供较大的损失保障。
因而，发行股票筹资既可以提高公司的信用程度，又可为使用更多的债务资金提供
有力的支持。
（2）没有固定的到期日，不用偿还。
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是永久性资金，在公司持续经营期间可长期使用，能充分保证
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3）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
公司有盈余，并且认为适合分配股利，就可以分给股东；
公司盈余少，或虽有盈余但资金短缺或者有有利的投资机会，就可以少支付或不支
付股利。
（4）筹资风险小。
由于普通股票没有固定的到期日，不用支付固定的利息，不存在不能还本付息的风
险。
股票筹资的缺点 发行股票筹资的缺点主要是： （1）资本成本较高。
一般来说，股票筹资的成本要大于债务资金，股票投资者要求有较高的报酬。
而且股利要从税后利润中支付，而债务资金的利息可在税前扣除。
另外，普通股的发行费用也较高。
（2）容易分散控制权。
当企业发行新股时，出售新股票，引进新股东，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分散。
另外，新股东分享公司未发行新股前积累的盈余，会降低普通股的净收益，从而可
能引起股价的下跌。
相对股票筹资而言，债券筹资的优点有：资金成本较低；
保证控制权；
具有财务杠杆作用。
缺点：筹资风险高；
限制条件多；
筹资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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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么样购买债券？买哪个债券比较好？股票和债券哪个收益
比较....安全？稳定？应该从哪里开始信息？

债券是一种金融契约，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时
，向投资者发行，同时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
凭证。
债券可以在分很多种，可以在证券公司场内交易系统中购买，开立证券账户就可以
操作买卖了。
还有场外就是银行间市场购买（一般是机构才可以购买），另外也可以基金购买债
券型基金。
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需要一张银行卡，开通网银。
网上银行是最方便的方式，因为开通网银后直接登录里面就有。
直销渠道是综合实力最好的方式，一方面费率较低，一方面服务会更好。
选定基金后，找到基金公司官网，都有会个交易平台，开户流程很简单。
跟着步骤走就行了。
绑定银行卡，就可以交易了。
股票和债券的收益难得比，债券的收益基本是固定的。
股票是属于风险投资，是投资就会有风险，有风险收益就不会稳定。

三、债券与股票的比较

四、购买股票和债券属于投资吗？！

属于投资。
购买债券还是股票，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
(1)能承担多大风险:这取决于对收入的依赖程度。
一个机构投资者自然能承受很大风险。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家庭负担较重，甚至有时收不抵支，但希望抽出一小部分钱来
购买证券，以期获得比银行利率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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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补助家庭开支;或者是一位已经退休.靠退休金生活而小有积蓄者，同样希望获得
比银行利率更高的收益，那么应该选择收益固定而又安全可靠的国库券、公司债券
为购买对象。
如果经济状况良好，为将来子女教育费用或以后的生活着想，就不妨选择具有增长
性的股票。
不论经济景气与否，股票市场价格如何变动，买进品质优良的增长股票而长期持有
，可以确保带来优厚的股息。
(2)动机:如果希望买进证券后长期保存，以取得安全和固定的收益为主要目的，不
愿承担风险，就应该以国库券、公司债券或类似于永久性俊券的优先股票为选择对
象。
如果不以取得固定的股息和利息为目的，宁愿承担较大的风险.希望在买进卖出或
卖出买进间谋取差额，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应以普通股，恃别是其中的低价股票
、热门股票和增长股票为选择对象。
如果既希望经常有股息和利息的收益，又希望获得买进卖出间的差额利润，所选择
的对象，就应以债券和股票并重了。
(3)处理投资的知识和时间:愤券和股票各有不同的特性。
持有债券尽管放心，除非公司倒闭，到期必能收回本金，所要考虑的因素只是如何
保值以及能获得多少利息收入.而股票尤其是普通股，因为与公司命运以及整个经
济发展息息相关，又没有到期还本的固定承诺，所以风险很大。
如果有足够的知识和时间，经常注意分析股票市场的动向，注意公司和经济的发展
，并及时掌握买卖时机，不仅可以降低风险，还可获得优厚的股息和可观的差价利
润。

五、买股票好还是买债券好

个人觉得债券的收益比股市稳定哈。
至于你想投资哪种就看你的风险偏好了哈。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望采纳，谢谢。

六、投资股票好还是购买债券好?

愤券收益固定、风险较小，属于比较保守的投资组合。
股票则属于激进的投资，它收益高，但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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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债券还是股票?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1)你能承担多大风险:这取决于你对收入的
依赖程度。
一个机构投资者自然能承受很大风险。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家庭负担较重，甚至有时收不抵支，但希望抽出一小部分钱来
购买证券，以期获得比银行利率更高的收益。
来补助家庭开支;或者你是一位已经退休.靠退休金生活而小有积蓄者，同样希望获
得比银行利率更高的收益，那么你应该选择收益固定而又安全可靠的国库券、公司
债券为购买对象。
如果你的经济状况良好，为将来子女教育费用或以后的生活着想，就不妨选择具有
增长性的股票。
不论经济景气与否，股票市场价格如何变动，买进品质优良的增长股票而长期持有
，可以确保为你带来优厚的股息。
(2)你的动机:如果你希望买进证券后长期保存，以取得安全和固定的收益为主要目
的，不愿承担风险，就应该以国库券、公司债券或类似于永久性俊券的优先股票为
选择对象。
如果你不以取得固定的股息和利息为目的，宁愿承担较大的风险.希望在买进卖出
或卖出买进间谋取差额，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应以普通股，恃别是其中的低价股
票、热门股票和增长股票为选择对象。
如果你既希望经常有股息和利息的收益，又希望获得买进卖出间的差额利润，你所
选择的对象，就应以债券和股票并重了。
(3)你处理投资的知识和时间:愤券和股票各有不同的特性。
持有债券尽管放心，除非公司倒闭，到期必能收回本金，你所要考虑的因素只是如
何保值以及能获得多少利息收入.而股票尤其是普通股，因为与公司命运以及整个
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又没有到期还本的固定承诺，所以风险很大。
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和时间，经常注意分析股票市场的动向，注意公司和经济的发
展，并及时掌握买卖时机，不仅可以降低风险，还可获得优厚的股息和可观的差价
利润。

七、谁知道买债券好，还是买股票好啊？

正常的正规的教科书告诉你，投资需要分散为上，也就是将资金部分投资风险大的
股票，部分投资风险小的债权。
同时也告诉我们，风险大的收益大，风险小的收益小。
你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承受大风险，可以承受血本无归 那么你可以炒股；
你自己觉得自己输不起，那么可以采取投资债权；
如果你觉得可以分散到两个品种投资，那么这是最科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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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是老股民和老手，那么在你的判断是牛市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股票，因
为牛市会让你赚更多的钱，如果你判断是熊市，那么最好远离股票，买债券最好，
起码不但可以保护你的本金还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
希望你理解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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