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股票的定向增发是怎么回事上市公司为什么不直接把股票
抛给二级市场的股民而要定向增发-股识吧

一、证券中的定向增发是什么意思?

定向增发指的是向特定的股东增发新股。
通常情况下增发都是向全体市场投资者实施的，定向增发指向的是特定机构，其目
的往往是为了引入该机构的特定能力，如管理、渠道，等等。
定向增发的对象可以是老股东，也可以是新的投资者，总之，定向增发完成之后，
公司的股权结构往往会发生较大变化，甚至发生控股权变更的情况。

二、为什么股票定向增发存在折价率

定增最低价是按照公告前20个交易日平均价格的90%，上市公司为了能够融到这笔
资金，当然会折价给投资者，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不折价，投资者直接从二
级市场买好了，还不用冒着被锁定一年的风险。

三、什么是定向正增发概念

四、什么是定向正增发概念

1.非公开发行即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也叫定向增发，实际上就是海外常见的私募，
中国股市早已有之。
但是，作为两大背景下--即新《证券法》正式实施和股改后股份全流通--率先推出
的一项新政，如今的非公开发行同以前的定向增发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证监会推出的《再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非公开发行，除了规
定发行对象不得超过10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市价的90％，发行股份 12个月内（大股
东认购的为36个月）不得转让，以及募资用途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上市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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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不得有违规行为等外，没有其他条件，这就是说，非公开发行并无盈利要求，
即使是亏损企业只要有人购买也可私募。
2.非公开发行的最大好处是，大股东以及有实力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大投资人
可以以接近市价、乃至超过市价的价格，为上市公司输送资金，尽量减少小股民的
投资风险。
由于参与定向的最多10名投资人都有明确的锁定期，一般来说，敢于提出非公开增
发计划、并且已经被大投资人所接受的上市公司，通常会有较好的成长性。

五、增发股票为什么是利空？

增发股票的情况有多种，如果是业绩很差的公司搞资产重组，把拖累公司业绩的旧
产业置换出去，以增发的股份换取新股东的优良资产，那么这个增发是利好，一般
都会有比较大的上升行情，只是这种事情往往是被主力早早布局的，当你知道消息
的时候就已经股价比较高了，有收益也不会很大，甚至有些风险.如果不是资产重
组型，优良资产注入型的增发，仅仅是靠增发获取流动资金，那么这个事情就象前
边有朋友说的，是企业缺钱的表现，再综合其行业景气度，业绩可能会被稀释，那
么就是利空.有些不缺钱的公司，常见的是一些大公司也增发，有圈钱的嫌疑，资
金获得以后收益难以快速跟上，流通盘大了，业绩稀释了，也是利空.

六、定增是什么意思？是定向增发一次比一次多？

定增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以一个价格增发给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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