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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司购买长期持有的股票，关于长期持有股票的问
题-股识吧

一、股票 长期持有

第一个问题，十年中你的股数一般是变动的或有股息的，一元卖掉并不是10万元，
如果上市公司什么都没分，那就代表手中股票只有10万，没分红，市场价涨到20元
，卖出就200万，第二个问题，50年持有只要不倒闭就不会零元了，不过要中止上
市，股就成未上市股了，交易转让不再在交易所了，也就是你得找具体买主私下商
量私下搞去了，第三个问题，对！你都有10万个，交易所认股数认人不认其它，第
四个问题，送股派息不用操心，自动到账，只要在公司分红公告里指定的股权登记
日当天持有股就行，配股，就得加上交钱认领这一环节了，交钱有时间期限的，到
期不交配股权作废，另外，交易要扣费用的.

二、关于股票长期持有问题

不对，你以4.5买进，十年后还以4.5卖出，你还要付出买入卖出的佣金大约千分之
六，还有卖出的印花税千分之一，总共千分之七，这些费用扣除后，实际你已经赔
了。
不包括通货膨胀。

三、企业合并为什么会产生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合并分3种形式：1、控股合并：A公司买下了B公司60%的股权，成为了B公司
的母公司。
此时，A和B的独立法人地位保持不变，因此对于A来说，对B的投资就是一笔“长
期股权投资”。
2、吸收合并：A公司把B公司整个收购之后，将其并入自身。
此时，B的法人地位不复存在，B已经成为了A的一部分。
B在A的报表中，直接体现为相应的资产与负债（你可以将B假想为是A的一个部门
），自然也就不再体现为一笔“长期股权投资”了。
3、新设合并：A公司与B公司合并，组建了新的C公司，原来的A和B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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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A和B的法人都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新的C。
在C的报表中，直接体现为原来A和B相应的资产与负债，自然也就不再体现为一笔
“长期股权投资”了。
正确的说法是，控股合并会形成长期股权投资，吸收和新设合并则不会。

四、长线持股的好处

你好，长期持有股票的好处是什么？股票长期持有对股民的好处：1)为股票提供了
一个连续性市场，这有利于股票的流通。
证券流通性越好，投资者就越愿意购买，从而股价也会更高，获得更多的收益。
2)有利于获得上市公司的经营及财务方面的资料，了解公司的现状，从而做出正确
的投资决策。
3)上市股票的买卖，须经买卖双方的竞争，只有在买进与卖出报价一致时方能成交
，所以证券交易所里的成交价格远比场外市场里的成交价格公平合理。
4)股票交易所利用传播媒介，迅速宣布上市股票的成交行情。
这样，投资者就能了解市价变动的趋势，作为投资决策的参考。
5)证券交易所对经纪人所收取的佣金有统一的标准，一视同仁。
2、长期持有股票对上市公司的好处：1) 股票上市后，上市公司就成为投资大众的
投资对象，因而容易吸收投资大众的储蓄资金，扩大了筹资的来源。
2) 股票上市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就分散在千千万万个大小不一的投资者手中，这
种股权分散化能有效地避免公司被少数股东单独支配的危险，赋予公司更大的经营
自由度。
3) 股票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股票行情及定期会计表册的公告，起了一种广告效果，
有效地扩大了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信誉。
风险揭示：本信息部分根据网络整理，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
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
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五、股票长期持有

这种炒长期只要看准了大盘的趋势抄底就是稳赚的。
但这种抄底的机会是不多的，有时要等上一年或几年才会出现，就像今年年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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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底的好时机，那时你随便买哪个股放着到年底，都已经翻几翻了。
炒长期只要把握住趋势，然后在低点进场就是零风险的，但是这个进场时机很重要
，你别等涨的差不多了再进场炒长期，那时大盘都快见顶了，你长期持有，半年后
再一看就剩一半钱了。

六、能否分析一下为什么一个公司要购回股票

你好，长期持有股票的好处是什么？股票长期持有对股民的好处：1)为股票提供了
一个连续性市场，这有利于股票的流通。
证券流通性越好，投资者就越愿意购买，从而股价也会更高，获得更多的收益。
2)有利于获得上市公司的经营及财务方面的资料，了解公司的现状，从而做出正确
的投资决策。
3)上市股票的买卖，须经买卖双方的竞争，只有在买进与卖出报价一致时方能成交
，所以证券交易所里的成交价格远比场外市场里的成交价格公平合理。
4)股票交易所利用传播媒介，迅速宣布上市股票的成交行情。
这样，投资者就能了解市价变动的趋势，作为投资决策的参考。
5)证券交易所对经纪人所收取的佣金有统一的标准，一视同仁。
2、长期持有股票对上市公司的好处：1) 股票上市后，上市公司就成为投资大众的
投资对象，因而容易吸收投资大众的储蓄资金，扩大了筹资的来源。
2) 股票上市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就分散在千千万万个大小不一的投资者手中，这
种股权分散化能有效地避免公司被少数股东单独支配的危险，赋予公司更大的经营
自由度。
3) 股票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股票行情及定期会计表册的公告，起了一种广告效果，
有效地扩大了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信誉。
风险揭示：本信息部分根据网络整理，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
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
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七、关于长期持有股票的问题

投资的收益可以分为两种：return of capital 和return on
capital，也就是资本利得和投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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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红就是股利，上市公司只要发股利投资人就会有收益，只是发的多少的一个
问题。
你所讲的卖掉股票换得投资收益的方式是资本利得。
的确是卖了股票才能得到钱，才能继续投资，但是至于你讲的“哪来那么多钱买股
票和巴非特一买就是持有几十年那他哪来的钱用来投资别的，哪来的钱用来消费？
”是不成熟投资者满仓操作的结果。
成熟的投资人是不会一下子把所有钱的进行投资的，他们是把资金控制在一定的比
例，而且是分批买进的。
巴非特和其他投资者一样，在投资前肯定是有过这类考虑的，他肯定是把他所有的
钱分出一部分先做为吃饭消费，然后用剩下来的钱再分出一部分做股票，另一部做
实业投资，最后剩下一部分做为经营投资上的救急用的。
他那么精明的投资人是不会一下把所有的钱进行交易的，肯定是有过类似的考虑。
而且你应该仔细看看老巴的简历，其实他在进行投资以前就是个有钱人，他的父母
也是上层阶级的人，所以人家是不会缺钱消费的。

八、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是怎么回事呢？

在统一企业 入账资本 为所有者权益*持股比例 不在同一控制下的
为投资的公允价值。

九、什么情况下可以长期持有一个股票？

只有在成熟市场，长期投资才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这之所以只有美国才能出巴菲特的原因。
内地市场是个不成熟市场，国家政策的多变，上市公司的造假，投资者的不理性投
资理念造成了投机盛行的市场，长期投资只能得到长期亏损的结果，所以，目前情
况下不适合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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