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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割为什么不即时交割－交易与交割的区别-股识吧

一、交割是什么意思~~不要用术语回答~~大家帮下忙~

展开全部交割是结算过程中,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的资金结算。
沪深两市除B股外的上市交易证券（A股、基金、债券），都实行T＋1交割制度。
T＋1制度是指当日买入的股票不能在当日卖出,资金收付与证券交割只能在成交日
的下一个营业日进行，不能在当日从帐户中提取现金。
投资者应注意的是，T＋1制度当日买入的证券当日不能卖出，而当日卖出的股票
是可以买入的。
投资者进行证券委托买卖以后，应及时办理交割手续，如发现有疑问,可在一定期
限内（一般为3天），向证券营业部提出质疑。
对于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如果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完全可以要求证券营业部进行
赔偿。
交易双方过户交易货币的所有权的实际交付行为。
交割概念来源于期货,分为:实物交割和现金交割
交割单是用来记录交割的具体交易情况的单据. 实物交割，是指期货合约的买卖双
方于合约到期时，根据交易所制订的规则和程序，通过期货合约标的物的所有权转
移，将到期未平仓合约进行了结的行为。
商品期货交易一般采用实物交割的方式。
现金交割，是指到期末平仓期货合约进行交割时，用结算价格来计算未平仓合约的
盈亏，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最终了结期货合约的交割方式。
这种交割方式主要用于金融期货等期货标的物无法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合约，如股
票指数期货合约等。
近年，国外一些交易所也探索将现金交割的方式用于商品期货。
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不允许进行现金交割。
我国现行的交割方式: （一）T+1交割、交收：是指达成交易后，相应的资金交收
与证券交收在成交日的下一个营业日（T+1）完成。
目前我国的Ａ股、基金券、债券等采用这种交收方式。
（二）T+3交割、交收：目前我国对Ｂ股（人民币特种股票）实行T+3交割交收方
式。
为了保证到期合约交割的顺利进行，要求在交割时客户交易账户必须留有足够交割
的保证金。
因此采取自最后交易日的前五个交易日起，以每个交易日10％的幅度，逐日递增
客户持仓保证金，直至最后交易日为止。
这个时间区域称作交割保证金追加期，简称交割期。
附注：最后交易日：进入交割月合约最后允许交易的交易日，规定为每自然月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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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交易日。

二、交易与交割的区别

交易：双方以货币为媒介的价值的交换交割：结算过程中,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的
资金结算交割的金融性更强一些 一般用于投资中 而且一般交割只能是企业
由企业法人进行交割 而个人是不允许的

三、交易与交割的区别

交易：双方以货币为媒介的价值的交换交割：结算过程中,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的
资金结算交割的金融性更强一些 一般用于投资中 而且一般交割只能是企业
由企业法人进行交割 而个人是不允许的

四、请问交割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交割是结算过程中，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的资金结算。
一般为了保证交割的顺利，要求用户的交易账户必须留存充足的保证金。
交割分为实物交割和现金交割。
实物交割指期货合约到期，将期货合约标的物转移的行为，实物交割一般是商品期
货交易所用的交易方式。
现金交割是指到期未平仓期货合约进行交割时，用结算价格来计算未平仓合

五、股市讲的交割日是什么时候意思？

交割：是指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当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后，应根据证券清算的结果，
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合约。
买方需交付一定款项获得所购证券，卖方需交付一定证券获得相应价款。
在这一钱货两清的过程中，证券的收付称为交割。
买卖股指期货的本质是与他人签订在约定的时间内，按约定的价格和数量买卖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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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约。
这个合约都有约定的最后交易日（就是最后履行合约的日子，一般是合约月份的第
三个周五），这就是期指的交割日。
约定的最后履约时间到了，买卖双方必须平仓（解除合约）或交割（现金结算）。
股指期货交割日就是买卖股指期货的双方在期货合约到期时,交易双方通过该期货
合约所有权的转移,了结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的日子。

六、股市讲的交割日是什么时候意思？

交割：是指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当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后，应根据证券清算的结果，
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合约。
买方需交付一定款项获得所购证券，卖方需交付一定证券获得相应价款。
在这一钱货两清的过程中，证券的收付称为交割。
买卖股指期货的本质是与他人签订在约定的时间内，按约定的价格和数量买卖期指
的合约。
这个合约都有约定的最后交易日（就是最后履行合约的日子，一般是合约月份的第
三个周五），这就是期指的交割日。
约定的最后履约时间到了，买卖双方必须平仓（解除合约）或交割（现金结算）。
股指期货交割日就是买卖股指期货的双方在期货合约到期时,交易双方通过该期货
合约所有权的转移,了结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的日子。

七、股票交割是什么意思？

你好，股票交割的含义股票交割是指卖方向买方支付股票，买方向卖方支付价款的
过程。
交割是投资人买卖股票后付清价款与转交股票的活动。
投资者在委托购买股票成交后，应在规定期限内付清价款并领取股票。
同理，卖出股票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付股票并领取价款。
这是股票买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一个必须履行的手续。
二、股权交割与股权转让的区别1、定义不同。
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其合法持有的股权权益，依法转让给他人。
股权交割是指股权转让方协助股权受让方取得新股东身份或持股凭证的过程。
2、复杂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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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涉及到尽职调查、协商定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支付、股权交
割等诸多环节，中国大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还须依法处理好其他股东的优
先购买权等问题。
股权交割，相对要简单一些，通常股权转让方协助受让方取得新股东身份或持股凭
证即视为已交割完毕。
三、股票交割时间我国的股票交割时间是什么时候?国际上按交割日期不同，交割
又分为五种：一是当日交割，又称T+0交割。
即买卖双方在成交当天完成付款交割手续，这种方式可以使买卖双方较快地得到股
票或现金。
在T+0交割方式下，投资者买进股票成交后，可以马上卖出;卖出股票成交后，可以
马上买进;二是次日交割，也称T+l交割。
即在成交后的下一个营业日才能办理成交的交割手续;三是例行交割，即买卖双方
在成交之后，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或惯例履行付款交割;四是选择交割，即买卖
双方自主选择交割日期，这种交割方式通常在场外交易中使用;五是发行日交割，
这种交割方式适用于新股发行。
我国股票交割时间：我国目前实行T+1的交割制度，股民所查询到的账户上的资金
欠税额及股票余额均为可用数，不包括因委托买入而冻结的现金余额、因委托卖出
而冻结的股票数量和当日买入成交的股票数量。
但股票卖出成交后的资金会及时存人资金所在的余额中，这部分资金可于当日使用
。
即当日买进不能当日卖出，当日卖出后资金当日到账。

八、股指期货交割日不平仓不怎样？

进入交割环节，，但是在交割日之前，期货公司都会有通知的，如果是商品期货个
人不给交割，直接强平

九、交易与交割的区别

交易：双方以货币为媒介的价值的交换交割：结算过程中,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的
资金结算交割的金融性更强一些 一般用于投资中 而且一般交割只能是企业
由企业法人进行交割 而个人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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