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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怎么买入卖出手续费~假如买基金1000元，在网上买
进卖出的手续费是多少？-股识吧

一、基金买入和卖出都收手续费吗

基金买入卖出是否收手续费和基金的类型有关，也和份额有关。
一般情况下，货币基金买入卖出均不收取手续费。
其他基金买入基本都要收手续费，如果是有C类份额的，买入不收手续费。
卖出手续费一般按照持有时间的长短计费，持有时间越长，费率越低。
具体以基金合同为准。
根据基金单位是否可增加或赎回，可分为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
开放式基金不上市交易（这要看情况），通过银行、券商、基金公司申购和赎回，
基金规模不固定。
扩展资料：如何赎回当投资者有意对手中的基金进行赎回，则可以携带开户行的借
记卡和基金交易卡，同样在下午3点之前填写并提交交易申请单，在柜面受理后，
投资者可以在5天后查询，赎回资金到账。
如何撤回交易投资者如果需要撤消交易，则可以在交易当天的15点之前，携带基金
交易卡和银行借记卡，在柜面填写交易申请表格，注明撤消交易。
如果在15点以后，部分银行则可以按照当天牌价进行预约交易，第二个工作日进行
交易。

二、基金卖出要收手续费吗？

是不都只是收取手续费呢？------是的。
有两种收费模式： 1、前端收费。
买的时候收取申购费，卖的时候收取赎回费。
2、后端收费。
买的时候不收取任何费用，卖的时候一起收取申购费和赎回费。
但持有基金时间短于1年的话，后端费用会比前端高。
因而，持有基金时间超过2年，选择后端收费模式才有意义。
还有什么费用吗？------没有了。
那费用的标准拾什么呢？------ 1、申购费率。
不同的购买方式，申购费费率不同。
银行柜台的费率最高，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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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网站的费率最低，为0.6%左右。
总的来说，申购费率在1.5%-0.6%间。
2、赎回费。
随基金持有时间延长，赎回费减少。
持有基金时间&lt；
1年，一般都是：0.5%。
怎么计算？------无论是申购还是赎回，手续费都是按金额计算的。
以股票型基金举例来计算： 申购（按金额申购，也就是说买10万元某基金）：
假设你申购当日某基金净值为0.850元 手续费：100000×1.5%=1500元
实际申购资金：100000-1500=98500元 申购份额：98500÷0.850=115882.35份
赎回（按份额赎回，也就是赎回xxxx份某基金）：
假设你赎回当日某基金净值为1.250元 基金金额：115882.35×1.250=144852.94元
手续费：144852.94×0.5%=724.26元 实际赎回金额：144852.94-724.26=144128.68元
这次投资你实际盈利44128.68元，成功！
双休日的时候它的净值就不变化了？------是的。
节假日净值也是不变的。
因为双休日、法定节假日，股市不开市。
只关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净值就可以了呢？------没错。
也只是在周一到五才能办理？------聪明！非常正确。

三、基金手续费怎么算的？

3098.43-3098.43/(1+1.5%)=45.791.5%是认购费率。
-------------------------------------------只有申购费打八折，就是买老基金。
新基金认购不打折的，这支基金的人购费就是1.5%。
可以看南方网站的公告，小于100万费率都是1.5%：*：//*southernfund*/nanfang/jjcp
/index.jsp?num=202801&amp；
flag=jjxx&amp；
jj=kf

四、基金买入卖出都要收手续费吗

买卖封闭式基金的手续费俗称佣金，用以支付给证券商作为提供买卖服务的代价。
目前，法规规定的基金佣金上限为每笔交易金额的0.3%，佣金下限为每笔人民币5

                                                  页面 2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元，证券商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自行确定费用比率。
目前，大多数的证券商对封闭式基金的买和卖都同样收取交易金额的0.3%，作为手
续费。
购买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一般有三种费用：一是在购买新成立的基金时要缴纳“认
购费”；
二是在购买老基金时需要缴纳“申购费”；
三是在基金赎回时需要缴纳“赎回手续费”。
一般认购率为1.2%，申购率为1.5%，赎回率为0.5%(货币市场基金免收费用)。
在买入开放式基金时支付的手续费一般称为申购费，卖出时支付的则称为赎回费。
目前，国内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不得超过申购金额的 5%；
赎回费不超过赎回金额的3%。
而目前国内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率水平普遍在1.8%以下，赎回费率水平则以0.5%居
多。
一般来说，基金的申购费用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基金规模的增加而递
减。

五、假如买基金1000元，在网上买进卖出的手续费是多少？

1、假如买基金1000元，在网上买进卖出的手续费是：基金公司的一般是6元，网上
银行一般是12元。
后端收费的暂时不会收取基金的申购费。
后端收费指的则是你在购买开放式基金时并不支付申购费，等到卖出时才支付的付
费方式。
2、基金申购费率是指投资人购买基金份额需支付的费用比率，投资者申购不同基
金时，可能会因为申购金额的大小而申购费率有所不同。
在这里，取费率最大值计算。
开放式基金的申购金额里实际包括了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两部分。
申购费用可以按申购金额或净申购金额的一定比例计算。
国内的做法一般是按申购的价款总额（含费用）乘以适用的费率计算申购费用，并
从申购款中扣除。

六、基金交易一般要收什么手续费的啊，一般有那几种渠道可以
交易，如果是在证券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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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到证券公司开户没有局限性，可以买卖任何品种的证券，网上手续费低些，
新基金申购还可以反还部分手续费，在银行就没有了，是全额收取啊！

七、基金怎么买入卖出？

在买入基金时，要么顺势而为，要么就逢低选择进场的机会，这两种投资方式都是
没有问题；
在卖出基金时，这时应该制定好自己的止盈位置。
既然投资者没有择时和择机的能力，那么可以按照既定计划选择不赚钱不止盈的操
作。
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通常大家比较青睐于低风险
的货币型基金，以及中等风险的股票型基金，这也是目前市场的人气所在。
在买入基金时，要么顺势而为，要么就逢低选择进场的机会，这两种投资方式都是
没有问题；
在卖出基金时，这时应该制定好自己的止盈位置。
既然投资者没有择时和择机的能力，那么可以按照既定计划选择不赚钱不止盈的操
作。
在买入基金时，买入的时候遇到基金走势沿着一种斜率不断走高，表明买盘力量较
大，基金持续走高说明多方占有绝对优势，投资者更加倾向于购买该类基金，这时
介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骑牛看熊认为在基金出现较大跌幅的时候，基金本身没有出现利空消息，或者是重
仓股出现利空消息，这时可以考虑逢低介入，这样操作的手法也是比较实用的。
在卖出基金时，投资股票型基金基本就是相信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那么眼前的亏
损只是浮云，只要基金没有退市风险，反而应该在之后选择加仓操作。
骑牛看熊认为基金定投的操作模式，比较适合于大多数的投资者，经过中长期的投
资计划，在最终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达到自己心理预期后选择止盈出局。

八、基金怎么买卖

买卖基金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1、直接去基金公司开立账户买卖基金；
2、登录基金公司网站注册用户买基金；
3、在银行柜台开户基金账户买卖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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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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