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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派发股票股利|需要发放股票股利的原因有哪些-
股识吧

一、为什么发放股票股利要贷实收资本

发放股票股利，如果是指发放股利，则借记应付股利，贷记银行存款（或现金），
不需要贷记实收资本。
我估摸你的意思是，发放股利时不直接发放货币资金，而是用股票当现金发放，相
当于增加股票份额，也就相当于增资。
所以，借记应付股利，贷记实收资本。

二、什么是股票股利，为什么要发放股票股利

股票股息对股东来讲，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1、如果公司在发放股票股利后同
时发放现金股利，股东会因所持股数的增加而得到更多的现金；
2、有时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后其股价并不成比例下降，这可使股东得到股票价值相
对上升的好处；
3、发放股票股利通常由成长中的公司所为，因此，投资者往往认为发放股票股利
预示着公司将会有较大发展，利润将大幅度增长，足以抵消增发股票带来的消极影
响。
这种心理会稳定住股价甚至反致略有上升4、在股东需要现金时，还可以将分得的
股票股利出售。
有些国家税法规定，出售股票所需交纳的资本利得（价值增值部分）税率，比收到
现金股利所需交纳的所得税率低，这使得股东可以从中获得纳税上的好处。

三、股票股利是怎么回事，具体怎么给股东啊？谢谢！

股票股利有两种，一种是固定股利，一种是分红。
现在固定股利很少，甚至说没有了，只有分红。
具体来讲，就是一个股份公司将所赚的钱按一定比例进行分派。
上市公司的分红在扣税后直接分到你的股票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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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司的分红需要个人到公司指定的地点领取。

四、需要发放股票股利的原因有哪些

发放股票股利的原因有：1、可以使股票的交易价格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在盈余和现金股利不变的情况下，发放股票股利可以降低每股价值，使股价保持在
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2、以较低的成本向市场转达利好信号。
通常管理者在公司前景看好时，才会发放股票股利。
3、有利于保持公司的流动性，公司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是公司流动性的标志，向
股东分派股票股利本身并未发生现金流出企业，仅改变了所有者权益的内部结构。

五、为什么派发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资本，配股影响基本每
股收益而不影响稀释每股？

因为稀释每股收益说的是潜在普通股的影响，派发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配股等并不是潜在的普通股

六、为什么发放股票股利会对公司股票的市价产生影响？

无论是发放股票股利还是现金股利，都会对公司股票的价格产生影响。
例如，公司原来股本为1亿股，每股市价为10元，现公司每股送一股的比例实施，
则该事实完成后企业实际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总股本增加到2亿股，也就是
说转增股本后的两股相当于此前的一股所代表的企业价值，每股盈利变为0.5元，
其市价应相应除权，调整为5元。
这样，除权前后企业的市价总值不变，都为10亿元。
如果企业不是决定转增股本，而是决定将每股盈利1元全部作为红利派发，那么实
施送红利之后，每股实际价值将减少1元，应当对其市价除息，相应调整为9元。
虽然发放股票股利后，公司的市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高的分配方案往往象征着公
司赢利能力优秀，后市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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