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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炒股表现过热-银行为什么要调整存贷款利率-
股识吧

一、利率的变动对企业、储户、社会经济有什么影响?

利率变化，是金融机构社会功能的体现，是经济生活被动适应的一部分。
社会，经济主体或者说政治经济关系彼此作用的温度计

二、银行为什么要调整存贷款利率

说简单点，银行利率那么低，谁还把钱存银行，不存银行干什么呢？这理财，那投
资，这消费等等，这样就会加快加多市场的投资资金，投资资金一多，就会形成经
济泡沫。
国家调升利率，发行债券，都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让一部分钱存银行里面，不要
盲目投资。
相反的，当一国的经济过冷，比如股市低弥的时候，投资建设没资金的时候，国家
就会降低存款利率，让更多的钱进入经济链条中来。

三、怎样回避股市中的系统性风险

股市周期性运动是指股市长期基本大势的趋势更替，不是指短期内股价指数的涨跌
变化。
股市每日有涨有跌，构成了股市周期性运动的基础，但不能代表股市周期。
的震撼，如潮涌般滚滚袭来。

四、什么是“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是指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
了投资过热现象，以及通货膨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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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
，居民储蓄增加迅速。
主要表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金融资产，导致资产价格例如房地产、股市、
资源类商品快速上升和受益率的持续下降，即所谓的资产泡沫；
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速度；
在宏观经济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

五、投资基金有风险吗？会陪钱吗？

答：指数基金成为首选
“股神”巴菲特认为，指数基金是过去35年最能赚钱的工具。
这一点，从某方面来说，在中国股市里也正在得到应验。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证券市场10只有完整统计年度的指数基金，净值增长率全部在
100%以上。
而今年上半年，指数型基金的表现尤为强劲。
在10只累计净值增长最快的基金中，友邦华泰红利ETF、易方达深证100ETF分别以
166.14%、106.55%的累计净值增长率，毫无争议地位居涨幅榜前列。
指数基金在牛市的涨幅有目共睹，即使市场出现波动，指数基金跌幅并不见得就大
于其他基金，尤其是对于一些加强型指数基金，在加入主动型投资因素后，其抗市
场下跌的能力变得更强。
“在牛市之中，指数基金一直是投资者的不错选择。
”对此，魏慧君认为。
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虽然上证指数翻倍，但跑赢大盘、收益率在100%以上
的投资者仅占5%；
还有70%的投资者虽然获利，但获利区间集中在20%－50%之间，远低于指数增幅
，多数人没能分享到完整牛市的高收益。
此外，相对于主动型基金，指数基金之所以值得投资，主要是由于它自身的几个特
有的优势：市场长期向上的“偏向性”特征决定了指数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
通过长期投资指数基金，可以减缓市场波动造成的收益率起伏；
指数基金由于换手率较低，可以节省大量交易成本，提高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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