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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B8_E5_B8_82_E5_c33_236114.htm (一)证券投资收益 1．

证券投资收益定义。 证券投资收益是指从购人到卖出期间的

收入。 2．股票收益。 股票投资的收益是指投资者从购人股

票开始到出售股票为止整个持有期间的收入，它由股息收入

、资本利得和资本增值收益组成。 (1)股息收入 股息指股票持

有人定期从股份公司中取得的一定利润。利润分配的标准以

股票的票面资本为依据。 公司发放股息的原则是：必须依法

进行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将税后利润用于分配股息。其具体的

扣除项目和数额比例要视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市公司

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的分红决议是不能与法律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相抵触的。 在上市公司的税后利润中，其分配顺序

如下： A．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B．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 C．提取公益金。 D．提取任意公积金。 E．支付优先股股

息。 F．支付普通股股息。 在公司按规定的比例交纳所得税

后，将依照注册资本的数额(也就是总股本)提取10％的法定

盈余公积金，但当法定的盈余公积金达到注册资本的50％以

上时，可不再提取。公益金比例一般为510％，任意公积金和

股利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当年的盈利情况报请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实施。股息的分配，原则上以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为依据

；股息的分配要严格遵守股东平等原则，应按股东持有股份

比例进行分配；股息作为股东的投资收益，可以有多种形式

。 股息的具体形式有： A.现金股息：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股

息和红利，是最普通、最基本的股息形式。 B．股票股息：



是以股票的方式派发的股息，通常是由公司用新增发的股票

或一部分库存股票作为股息，代替现金分派给股东。 C．财

产股息：是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财产向股东分派股息。 D．负

债股息：公司通过建立一种负债，用债券或应付票据作为股

息分派给股东。 E．建业股息：公司将一部分股本还给股东

作为股息。 (1)股票按股东权利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优先股

是按固定的股息率优先取得股息，普通股的股利，一般是支

付了优先股的股息之后，是不固定的。 (2)股票买人价与卖出

价之间的差额就是资本损益。 (3)资本增值收益，股票投资资

本增值收益的形式是送股，但送股的资金不是来自于当年可

分配盈利而是公司提取的公积金。 (4)股票各种收益率的计算 

衡量股票投资收益水平的指标主要有股利收益率、持有期收

益率和拆股后持有期收益率。 股利收益率=D1／Po 持有期收

益率可通过下面公式计算： 其中：Po为股票的购买价格；F

为股票的出售价格；D，为股票投资报酬(各年获得的股利

，t=1n)；n为投资期限；为持有期收益率。 3．债券的投资收

益。 债券的投资收益率主要包括债券的利息收益和资本利得

。 (1)债券的利息收益，指债券持有人凭债券向债券发行人领

取的定期利息收入，一般情况下，债券利率在发行债券时已

明确规定。 债券的利息的支付可分为一次性付息和分期付息

。而一次性付息有三种常见的形式：第一，以单利计算；第

二，以复利计算；第三，以贴现计算。 (2)资本利得，债券投

资的资本损益是指债券买人价与卖出价或买人价与到期偿还

额之间的差额。 4．各种债券收益率的计算。 债券收益率主

要有票面收益率、直接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

和贴现债券收益率。 票面收益率又称名义收益率或票息率，



是债券票面上的固定利率，即年利息收入与债券面额之比率

。 票面收益率：债券年利息／债券面额X100％ 直接收益率又

称本期收益率、当前收益率，指债券的年利息收入与买人债

券的实际价格之比率。 直接收益率：债券年利息／债券买人

价格X100％ 持有期收益率指买人债券后持有一段时间，又在

债券到期前将其出售而得到的收益率。它包括持有债券期间

的利息收入和资本损益。 到期收益率又称最终收益率，到期

收益率同样包括了利息收入和资本损益。 贴现债券收益率是

指将债券贴现时对应的收益率。(二)证券投资风险 1．证券投

资风险定义。 风险是指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的背离，或者说是

证券收益的不确定性。 证券投资的风险是指证券的预期收益

变动的可能性及变动幅度。与证券投资相关的所有风险称为

总风险，总风险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大类。 (1)系

统风险 系统风险是与市场的整体运动相关联的，往往使整个

一类或一组证券产生价格波动。这类风险因其来源于宏观因

素变化对市场整体的影响，因而亦称之为“宏观风险”。这

种因素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证券的收益产生影响。系统风险

包括政策风险、周期波动风险、利率风险和购买力风险等。

A.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政府有关证券市场的政策发生重大

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法规出台，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

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国家的任一政策的出台，都可能

造成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波动。 要减轻政策风险的影响，

应加强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研究，注意金融市场上可能

出现的突发事件，加强对政府证券市场政策的理解，应避免

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和过度火爆局面的出现，当出现这种状况

时，投资者应分外理智和冷静。 B．周期波动风险 周期波动



风险是指证券市场行情周期变动而引起的风险。这种行情变

动不是指证券价格的日常波动和中级波动，而是指证券行情

长期趋势的改变。 减轻周期波动风险的影响，一是认清市场

变动趋势并顺势而为，选择正确的投资策略，二是选择大企

业和业绩优良的企业投资，因为这类企业对客观经济环境变

化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强。 C．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也可

称为货币风险或信用风险，是指货币市场利率变动引起证券

市场价格的升降，从而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率的变动而带来的

风险。。 利率风险对不同证券的影响是不相同的。首先，利

率风险是固定收益证券的主要风险，特别是债券的主要风险

；其次，利率风险是政府债券的主要风险；再次，利率风险

对长期债券的影响大于短期债券。 减轻利率风险影响的办法

是，投资者在预见利率将要提高时，应减少对固定利率债券

，特别是长期债券的持有；反之，则相反。 D．购买力风险 

购买力风险又称通货膨胀风险，是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给投资者带来实际收益水平下降的风险。当利率水平比较低

时，实际收益率可用下面公式简单计算： 实际收益率=名义

收益率一通货膨胀率 (2)非系统风险 非系统风险是指只对某个

行业或个别公司的证券产生影响的风险，它通常是由某一特

殊的因素引起，与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不存在系统、全面的

联系，而只对个别或少数证券的收益产生影响。这种风险来

自于企业内部的微观因素，因而亦称之为“微观风险”。 非

系统风险是可以抵消回避的，因此又称为可分散风险或可回

避风险。非系统风险包括信用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

。 A．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指证券发行人在证券到期时

无法还本付息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风险。投资者回避信用



风险的最好办法是参考证券信用评级的结果。 B．经营风险

是指公司的决策人员与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失误

而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变化从而产生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可

能。 C．财务风险是指公司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而导

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形成财务风险的因素主要包

括以下几方面：资本负债比例、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债务结

构。 2．股票风险。 (1)经营风险来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

个方面。 (2)内部因素包括：项目投资决策失误、产品周期风

险、技术更新风险和市场风险。 (3)经营风险的外部因素有三

个方面：产品关联企业的不景气造成风险、竞争对手的变化

而形成的风险和政府政策调整所造成的风险。 (4)市场利息率

高低对于股票收益产生的影响有：影响人们的资金投向，如

利息率低，则人们愿意把资金投向股票；影响企业的盈利，

如果利息率高，则企业的盈利就减少，从而使股票价格下降

。因此，利率与股票价格成反比例关系，利息率高，股票价

格就下跌；利息率低，股票价格就上涨。 3．债券风险。 (1)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指证券发行人在证券到期时无法

还本付息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实际上揭示

了发行者在财务状况不佳时出现违约和破产的可能，它主要

受证券发行者的经营能力、盈利水平、事业稳定程度及规模

大小等因素的影响。 (2)就固定利率债券而言，其价格与市场

利率成相反的关系。 (三)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一般地说，风险

较大的证券，收益率相对较高；反之，收益率较低的投资品

，风险相对也较小。证券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同在，收益是风

险的补偿，风险是收益的代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