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资格考试基础知识汇总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8_B5_84_E6_c33_44024.htm 证券市场概述证券的定

义证券的票面要素证券的特征有价证券的特征有价证券的功

能证券市场的特征证券市场的结构证券交易所的主要职责证

券市场的基本功能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数 证券投资风险 股

票、债券概述股票的定义股票的性质股票的特征我国现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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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债券分类债券与股票的比较公债的定义和性质公债的特

性投资基金概述投资基金的概念证券投资基金与股票,债券的

区别证券投资基金的功能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证券投资基金

的费用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 证券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证券是指用以证明或设定权利所做成的书面凭证，它表明

证券持有人或第三者有权取得该证券拥有的特定权益，或证

明其曾经发生过的行为。证券按其性质不同，可分为凭证证

券和有价证券。凭证证券又称无价证券，是指本身不能使持

有人或第三者取得一定收入的证券。[top]证券的票面要素：

第一、持有人，即证券为谁所有；第二、证券的标的物，即

证券票面上所载明的特定的具体内容，它表明持有人权利所

指向的特定对象；第三，标的物的价值，即证券所载明的标

的物的价值大小；第四，权利，即持有人持有该证券所拥有

的权利。[top]证券的特征：证券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

是法律特征，即它反映的是某种法律行为的结果，本身必须

具有合法性。二是书面特征，即必须采取书面形式或与书面

形式有同等效力的形式，并且必须按照特定的格式进行书写



或制作，载明有关法规规定的全部必要事项。[top]有价证券

的特征：第一， 证券的产权性。拥有证券就意味着财产的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第二， 证券的收益性。证券

的收益性是指持有证券本身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收益，这是

投资者转让资本使用权的回报。第三， 证券的流通性。又称

变现性。证券的流通是通过承兑、贴现、交易实现的。第四

， 证券的风险性。是指证券持有者面临着预期投资收益不能

实现，甚至使本金也受到损失的可能。[top]有价证券的功能

：有价证券是资本的运动载体，它具有以下两个基本功能：

第一， 功能，即为经纪的发展筹措资本。第二， 配置资本的

功能，即通过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按利润最大化的要求

对资本进行分配。[top]证券市场的特征：证券市场具有以下

三个显著特征：第一， 证券市场是价值直接交换的场所。有

价证券都是价值的直接代表，它们本质上是价值的一种直接

表现形式。第二， 证券市场是财产权利直接交换的场所。证

券市场上的交易对象是作为经济权益凭证的股票、债券、投

资基金券等有价证券，它们本身是一定量财产权利的代表。

第三， 证券市场是风险直接交换的场所。[top]证券市场的结

构：1、 纵向结构关系：这是一种按证券进入市场的顺序而

形成的结构关系。按这种顺序关系划分，证券市场的构成可

分为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2、 横向结构关系：这是依有价

证券的品种而形成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的构成主要有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top]证券交易所的主要

职责：提供交易场所与设施；制定交易规则；监管在该交易

所上市的证券以及会员交易行为的合规性、合法性，确保市

场的公开、公平、公正。[top]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1、 筹



资功能：是指证券市场为资金需求者筹集资金的功能。2、 

资本定价：证券是资本的存在形式，所以，证券的价格实际

上是证券所代表的资本的价格。3、 资本配置：是指通过证

券价格引导资本的流动而实现资本的合理配置的功能。[top]

股票的定义：股票是有价证券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股份有

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股票有三个基本要

素：发行主体、股份、持有人。[top]股票的性质：1、 股票

是一种有价证券。2、 股票是一种要式证券，股票应记载一

定的事项，其内容应全面真实，这些事项往往通过法律形式

加以规定。3、 股票是一种证权证券，证权证券是指证券是

权利的一种物化的外在形式，它是权利的载体，权利是已经

存在的。4、 股票是一种资本证券，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是一

种吸引认购者投资以筹措公司自有资本手段，对于认购股票

的人来说，购买股票就是一种投资行为。5、 股票是一种综

合权利证券，股票持有者作为股份公司的股东享有独立的股

东权利。股东权是一种综合权利，包括出席股东大会、投票

表决、分配股息和红利等。[top]股票的特征：股票具有以下

六个方面的特征：1、 收益性，收益性是股票是最基本的特

征，它是指持有股票可以为持有人带来收益的特性。2、 风

险性，风险性是指股票可能产生经济利益损失的特性。持有

股票要承担一定的风险。3、 流动性，是指股票可以自由地

进行交易。4、 永久性，是指股票所载有权利的有效性是始

终不变的，因为它是一种无期限的法律凭证。5、 参与性，

是指股票持有人有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特性。6、 波动性

，是指股票交易价格经常性变化，或者说与股票票面价值经

常不一致。[top]我国现行的股票类型：我国现行的股票按投



资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

等不同类型。[top]债券的含义：债券有四个方面的含义：其

一，发行人是借入资金的经济主体；其二，投资者是出借资

金的经济主体；其三，发行人需要一定时期还本付息；其四

，反映了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是这一

关系的法律凭证。[top]债券的基本性质：1、 债券属于有价

证券。2、 债券是一种虚拟资本。因为债券的本质是证明债

权债务关系的证书，在债权债务关系建立时所投入的资金已

被债务人占用，因此，债券是实际运用的真实资本的证书。3

、 债券是债权的表现。这种权利不是直接支配财产，也不以

资产所有权表示，而是一种债权。[top]债券的票面要素：1、

票面价值2、偿还期限3、利率4、债券发行者名称[top]债券的

特性：1、 偿还性。是指债券有规定的偿还期限，债务人必

须按期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2、 流动性。是指债

券持有人可按自己的需要和市场的实际状况，转出债券收回

本息的灵活性，它主要取决于市场对转让所提供的便利程度

。3、 安全性。是指债券持有人的收益相对固定，不随发行

者经营收益的变动而变动，并且可按期收回本金。4、 收益

性。是指债券能为投资者带来一定的收入。[top]债券分类：

一、 按发行主体分类：1、 政府债券2、金融债券3、公司债

券二、 按计息方式分类1、 单利债券2、复利债券3、贴现债

券4、累进利率债券三、 按利率是否固定分类1、 固定利率债

券2、浮动利率债券四、 按债券形态分类1、 实物债券。是一

种具有标准格式实物券面的债券。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债种类

中，无记名国债就属于这种实物债券，它以实物券的形式记

录债权、面值等，不记名，不挂失，可上市流通。2、 凭证



式债券。是一种债权人认购债券的收款凭证，而不是债券发

行人制定的标准格式的债券。我国近年通过银行系统发行的

凭证式国债，券面上不印制票面金额（而是根据认购者的认

购额填写实际的缴款金额），是一种国家储蓄斋，可记名、

挂失，以“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记录债权，不能上市流通

，从购买之日起计息。3、 记帐式债券。是没有实物形态的

票券，而是在电脑帐户中作记录。我国近来通过沪、深交易

所的交易系统发行和交易的记帐式国债就是这方面的实例

。[top]债券与股票的比较：一、 相同点：1、两者都是有价

证券2、两者都是筹措资金的手段3、两者的收益率相互影响

。二、 区别1、 两者的权利不同。债券是债权凭证，债券持

有者与债券发行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债券持有者只可按

期获取利息及到期收回本金，无权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股

票则不同，股票是所有权凭证，股票所有者是发行股票公司

的股东，股东一般拥有投票权，可以通过选举董事行使对公

司的经营决策权和监督权。2、 两者的目的不同。发行债券

是公司追加资金的需要，它属于公司的负债，不是资本金。

发行股票则是股份公司为创办企业和增加资本的需要，筹集

的资金列入公司资本。3、 两者的期限不同。债券一般有规

定的偿还期，是一种有期投资。股票通常是不能偿还的，一

旦投资入股，股东便不能从股份公司抽回本金，因此，股票

是一种无期投资，或称永久投资。4、 两者的收益不同。债

券有规定的利率，可获得固定的利息；而股票的股息红利不

固定，一般视公司的经营情况而定。5、 两者的风险不同。

股票风险较大，债券风险相对较小。[top]公债的定义和性质

：是指国家为了筹措资金而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



期支付利息和到期还本的债务凭证。公债的性质主要可以从

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从形式上看，公债也是一种有价证

券，公债是债券的一种，它具有债券的一般性质。第二、从

功能上看，公债最初仅仅是政府弥补赤字的手段，但在现代

商品经济条件下，公债也成为政府筹集资金、扩大公共事业

开支的重要手段，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渐具备了金

融商品和信用工具的智能，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进

行宏观调控的工具。[top]公债的特性：1、安全性高2、流通

性强3、收益稳定4、免税待遇[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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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