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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市的股票为什么全流通才能买呢上市公司得股票是全
流通得好，还是部分流通得好，为什么？-股识吧

一、股票上市为什么只有部分流通股，为什么总股本不可以全部
流通？

公司上市前的注册资本是企业的所有者先期投入的资金，也相当于是公司的总股份
，代表着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占有权，而上市发行新股是对公众发行股票的，
对公众发行的话当然公众的是可以流通的，如果上市前先期的股份也和新股一样立
刻可以流通的话，那就相当于公司的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目前对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到
小散户那里去，而自己提现，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方面公司的控制者很
方便的取得巨大套现收益，另一方面他对公司的控制权也会分散、降低，为了不使
他对公司的控制权降低，所以一般规定公司的管理者必须锁定自己的股票3年，3年
后才可以流通套现。
当然股票全流通之后，如果公司控制者为了套现利益而不注意对公司控制权的保护
的话，加入一味为了巨额资金利益套现也会使自己对公司的控制逐步丧失，国美的
黄光裕典型就是这样的例子，才使得陈晓后来能够取得对国美的控制权，虽然最终
黄家还是艰难的取得了对国美的控制，相信黄光裕家族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

二、为什么新股上市不让所有股票一次性全流通

上市企业全部股份都处于流动状态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意味着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
这里有一个问题：“所有的股份都处于流动状态”；
和“所有的股份都可以流动”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
一般而言，如果上市企业的创始人；
只是把企业上市当作一夜暴富的手段，那么其疯狂抛售其持有的股份，自然会对价
格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而实现自身财富的增长，更好的办法是；
让一部分股份在市场上流动，而创始人持有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
也是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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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刚上市的股票全流通的，前十大股东也可买卖吗？

刚上市的股票，大股东一般都有锁定期，也就是说在锁定期内不能抛售股票。

四、上市公司得股票是全流通得好，还是部分流通得好，为什么
？

上市企业全部股份都处于流动状态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意味着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
这里有一个问题：“所有的股份都处于流动状态”；
和“所有的股份都可以流动”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
一般而言，如果上市企业的创始人；
只是把企业上市当作一夜暴富的手段，那么其疯狂抛售其持有的股份，自然会对价
格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而实现自身财富的增长，更好的办法是；
让一部分股份在市场上流动，而创始人持有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
也是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

五、股票全流通是什么意思，现在是全流通吗

全流通是指承认中国股市特有的“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市场分裂状况下，本着
尊重历史成因，公平合理地解决“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不平等的问题，解决“
非流通股”的流通性质，从而达到中国股市全部是同股同权同价的流通股——普通
股的问题。
简称为“全流通”问题。
所以“全流通”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全部流通（出来）”。
我国股市成立时制度上比较特殊，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能流
通（即在交易所公开买卖），包括国家股，法人股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股权分置
”或“全流通”问题。
一般投资者购买的是可以流通的流通股。
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要让所有的股票都可以自由买卖，也
就是“全流通”，让股市在制度在走向完善，让其正常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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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改革有很多因素纠缠其中，制度上的、利益上的、操作上的等等，其中之一就
是利益的再分配。

六、为什么为了股市的全流通，股权分置改革也改了这么久，但
新上市的股票依然不实行上市就全流通呢？

部分是机构锁定，部分是大股东的股份锁定. 这样是为了制止投机.其实是保护投资
者的.你想一下，现在的垃圾公司都将上市作为终极目标.一上市就业绩变脸，拿了
钱就拍拍屁股走人....如果不锁定他们的股份，一上市他就变现了.........锁定6个月反
而比较好，至少不会让他们抽走这么多资金.美国好像也是锁定六个月的

七、新上市股票那么才能买进

展开全部1.必须在新股网上申购那天进行操作。
进入交易软件，选择买入，再输入股票的申购代码，（申购代码交易软件会有提示
或者到金融股票网站新股发行里看，不同新股上市时间不一样，准备上市时才会公
布申购代码，所以要等有新股要上市时才有）2.这时候，申购的价格已经自动显示
出来了，你只需输入申购的数量就可以了，申购数量要按规定，上证所规定称，将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每1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
，不足1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10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1000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当
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深交所则规定称，持有市值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但
与上证所不同的是，深交所规定，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5000元
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当次
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3.其余操作和平时买入股票一样。
一旦申购操作完毕，不能撤单。
申购之后，你的申购资金就被冻结了，第4个交易日之后，如果你没有中签，资金
就返回到你的帐上，如果中签了，中签的股票就会到你的帐上。
4.你申购之后，你的帐户里面可以在配号那里查到你的配号号码，如果你申购了（
例如沪市）4000股，那么你就有四个号码，因为号码是连号的，所以只显示第一个
号，其它号自然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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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中签号码后，你也可以自己看看是否中签。
不看也没有关系，真的中签，股票自然就划到你的帐上了。

八、为什么为了股市的全流通，股权分置改革也改了这么久，但
新上市的股票依然不实行上市就全流通呢？

部分是机构锁定，部分是大股东的股份锁定. 这样是为了制止投机.其实是保护投资
者的.你想一下，现在的垃圾公司都将上市作为终极目标.一上市就业绩变脸，拿了
钱就拍拍屁股走人....如果不锁定他们的股份，一上市他就变现了.........锁定6个月反
而比较好，至少不会让他们抽走这么多资金.美国好像也是锁定六个月的

九、新股上市为什么不直接全流通

你好，刚上市的股票不是全流通的意思是刚发行的股票是在一级市场，而通常所说
的流通交易是在二级市场，也就意味着是从别人手里买股票了。
全流通是指承认中国股市特有的“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市场分裂状况下，本着
尊重历史成因，公平合理地解决“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不平等的问题，解决“
非流通股”的流通性质，从而达到中国股市全部是同股同权同价的流通股——普通
股的问题。
简称为“全流通”问题。
所以“全流通”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全部流通（出来）”。
中国股市成立时制度上比较特殊，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能流
通（即在交易所公开买卖），包括国家股，法人股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股权分置
”或“全流通”问题。
一般投资者购买的是可以流通的流通股。
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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