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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债券与货币基金有什么关联⋯货币基金与债券基金-
股识吧

一、股票、混合、债券、货币、QDII基金各有什么不同？

主要是投资标的不同，基金资产80%以上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基金资产80%
以上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介于股票和债劵基金之间的为混合基金，货币市场
基金是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商业本票、承兑汇票等风险低、流通性高的短期投资
工具的基金品种，QDII基金是投资国外证劵市场的基金。

二、基金的货币型，债券型，股票型有什么区别

债券型基金；
是以债权为投资对象的基金，其规模稍小于股票基金，由于债权基金收益稳定。
风险较小的有价证券，因此，债券基金适合于想或得稳定收益的投资者。
它基本上属于收益投资基金。
一般会定期派息，具有低风险且收益稳定的特点。
混合型基金；
以股票作为投资对象，包括优先股和普通股。
主要功能是将大众投资者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不同股票组合。
股票投占85%，其余25%投资于债券或。
。
。
。
。
。
。
。
货币性基金；
是基金投资中风险最低。
收益也是最少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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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基金、股票、债券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债券、股票和基金都是目前证劵投资理财的工具。
相同点就是投资拿钱、拿多少，是自己说了算。
在单位领导是老板，在这里自己是老板。
投资风险和收益都是相辅相成的。
不同点是股市里自己是大老板，做好做不好，收益和风险自己来承担。
投资基金自己是二老板，基金是基金公司委托专业人士投资，收益和风险由基金公
司和投资者自己共同承担。
股票适合频繁交易，费用是按照千分之几来算，而基金适合长期投资，短期效果不
明显，不适合频繁进出，费用是按照百分之几来算。
买股票要先带上身份证到证劵交易所开立一个股票账户，再和交易所委托的银行签
约第三方托管协议。
你把钱存到托管签约的银行卡里，再把钱转到你的股票账户上，即可买卖股票了。
股票起步为一手，也就是100股。
股票的股价从3元多的到100多元的都有，也就是说，有400元即可买100股的股票了
。
卖出股票的钱可立即再买股票，但要转账取钱，要第二天才行。
股票相比基金风险较大，但做好了收益也会较高。
股票适合有时间盯盘和做功课的投资者，上班族最好不做。
而债券型收益虽然稳定，但收益率较低，目前是很难抵御物价上涨的压力的。
比较适合老年人和保守型的投资者投资。
买开放式基金，较简便的方法就是你有哪家银行的储蓄卡就带上身份证到哪家银行
开立一个基金账户即可买卖基金了。
基金账户就在你的银行储蓄卡里，安全方便。
基金起步为1000元。
你拿钱买到的是基金份额，例如1000元，基金净值为1元，申购费为1，5%，买到的
基金份额为985，221份基金份额。
定投基金起步200元即可。
股票收益和风险是由投资者个人承担的。
做股票要有一定的证劵知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股票是赚的快、赔得也快。
股市里的口头语：10人投资7人赔，还有1个人白忙乎（持平）因为目前银行储蓄是
抵御不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风险的。
而基金特别是股票型基金收益较高，虽然风险较高，但你买入的时机较好和买入的
基金较好，就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
收益就较高。
长期投资，可享受复利带来的神奇效果。
根据本人做股票和投资基金的经验，还是投资基金省心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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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赚的快，赔的也快。
没有一定的证劵基础，还是投资基金、特别是定投基金。
根据你的情况，最好把每月结余下来的钱定投基金较好。
定投基金可有效降低投资风险，长期定投，收益会比存银行要好的。

四、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有什么区别？

基金投资标的不同，一个是用基金资产投债券，一个是用基金资产投货币市场金融
产品。

五、您好！ 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期货型基
金：能举例解释下么，小的不太懂

股票型就是大部分投资范围是股票的基金债券型基金就是大部分或者全部投资范围
是债券的基金货币型基金就是投资范围是货币市场（主要包括协议存款，国债、票
据等）的基金期货型基金，一般没有这个说法

六、货币基金与债券基金

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证券投资基金可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
基金、混合型基金等。
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
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并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不符合债券、
股票基金规定的，为混合基金。
从投资风险角度看，几种基金给投资人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
其中股票基金风险最高，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最小，债券基金的风险居中。
相同品种的投资基金由于投资风格和策略不同，风险也会有所区别。
例如股票型基金按风险程度又可分为：平衡型、稳健型、指数型、成长型、增长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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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风险度越大，收益率相应也会越高；
风险小，收益也相应要低一些。
基金投资有技巧 投资基金与投资股票有所不同，不能象炒股票那样天天关心基金
的净值是多少，最忌讳以“追涨杀跌”的短线炒作方式频繁买进卖出，而应采取长
期投资的策略(货币市场基金另外)。
以下一些经验可供初购基金的投资者参考： 1、应该通过认真分析证券市场波动、
经济周期的发展和国家宏观政策，从中寻找买卖基金的时机。
一般应在股市或经济处于波动周期的底部时买进，而在高峰时卖出。
在经济增速下调落底时，可适当提高债券基金的投资比重，及时购买新基金。
若经济增速开始上调，则应加重偏股型基金比重，以及关注以面市的老基金。
这是因为老基金已完成建仓，建仓成本也会较低。
2、对购买基金的方式也应该有所选择。
开放式基金可以在发行期内认购，也可以在发行后申购，只是申购的费用略高于发
行认购时的费用。
申购形式有多种，除了一次性申购之外，还有另外三种形式供选择。
一是可以采用“金字塔申购法”。
投资者如果认为时机成熟，打算买某一基金，可以先用1/2的资金申购，如果买入
后该基金不涨反跌，则不宜追加投资，而是等该基金净值出现上升时，再在某价位
买进1/3的基金，如此在上涨中不断追加买入，直到某一价位“建仓”完毕。
这就像一个“金字塔”，低价时买的多，高价时买的少，综合购买成本较低，赢利
能力自然也就较强。
二是可采用“成本平均法”，即每隔相同的一段时间，以固定的资金投资于某一相
同的基金。
这样可以积少成多，让小钱积累成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种投资方式操作起来也不复杂，只需要与销售基金的银行签订一份“定时定额扣
款委托书”，约定每月的申购金额，银行就会定期自动扣款买基金。
三是可以采取“价值平均法”，即在市价过低的时候，增加投资的数量；
反之，在价格较高时，则减少投资，甚至可以出售一部分基金。
3、尽量选择后端收费方式。
基金管理公司在发行和赎回基金时均要向投资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其收费模式主要
有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两种。
前端收费是在购买时收取费用，后端收费则是赎回时再支付费用。
在后端收费模式下，持有基金的年限越长，收费率就越低，一般是按每年20%的速
度递减，直至为零。
所以，当你准备长期持有该基金时，选择后端收费方式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
4、尽量选择伞形基金。
伞形基金也称系列基金，即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有若干个不同类型的子基金。
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伞形基金主要有以下优势：一是收取的管理费用较低。
二是投资者可在伞形基金下各个子基金间方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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