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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股票多久解禁！定向增发的股票解禁后是否有规定一
定要减持-股识吧

一、定向增发股票需多久解禁

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因为证监会规定定向增发价格不低于20个交易日的平均价格，一般增发对象是符合
要求的机构或者大股东，不压低股价，定向增发的时候这些机构或者大股东等于高
价拿股，就会增大它们后面股票解禁时的风险和难度，所以机构和大股东要打压股
价，以较低的增发价买到股票，然后再释放企业的业绩，完成机构和大股东解禁后
高位减持的目的。
扩展资料：注意事项：通常情况下，股票定增对股票会有积极的影响，一般股票定
增对股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可以减少股价下跌。
另外上市公司为了股票定增成功，会将当期的业绩做好，这样也有利于股票价格上
涨。
股票定增成功后，资金可以用于投入收入较好的项目，从而扩大企业的盈利，这样
很有可能会使股票价格出现上涨。
如果上市公司定增获得的资金没有能有效的给企业带来收益和发展。
那么会受到市场投资者的质疑，从而有可能会使股票价格出现下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定增基金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打压

二、定向增发的股票解禁后是否有规定一定要减持

你好，定向增发股份解禁后，前期定增的限售股就属于市场普通流通股，股东会根
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进行减持。
如果股东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时，进行减持。
需要依照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两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在股票市场中，定向增发股份解禁会增加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供给，使市场流通股有
所增加。
前期的限售股很有可能会大量卖出，使股票出现较多的卖盘，很有可能会导致股票
价格出现下跌回调。
但是，股票解禁不一定会使股票价格出现下跌。
如果上市公司股票基本面较好，成长性较好，市场股票价格估值处于较低的阶段。
那么，这一类的股票解禁对股票价格，通常没有多少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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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解禁后，如果限售股股东减持套现，那么会有市场看好的该股的大资金进行接
货，这样并不会使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反之，如果上市公司基本面较差，成长性较差，市场股票价格估值处于较高的阶段
。
那么，这一类的股票解禁对股价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股票解禁后，市场投资者很有可能对未来股票的上涨预期较差，会使大部分投资者
跟着限售股股东进行减持套现，大概率会导致股票价格出现大幅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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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定向增发股票限售时间 定增股票限售期是多长时间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符合下列规定：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年修订)》第九条：发行对象属于下列情
形之一的，具体发行对象及其认购价格或者定价原则应当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决议确定，并经股东大会批准;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二)、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资者;
(三)、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第十条 发行对象属于本细则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的，上市公司应当在取得发行
核准批文后，按照本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证监会2007年7月4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的注意事项》规定： 1、董事会决议确定具体发行对象的，应当明确具体的发行
对象名称及其认购价格或定价原则、认购数量或数量区间，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至少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董事会决议未确定具体发行对象的
，应当明确选择发行对象的范围和资格，定价原则、限售期。
决议应当载明，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
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至少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3、发行对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会作出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应当载明具
体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价格或定价原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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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不得转让： (1)、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2)、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资者;
(3)、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目前的投行实务中，定向增发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认购的股份在发
行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机构投资者认购的股份在发行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

四、为什么有的股票增发后马上解禁，有的股票有限售期（一定
要准确）

没看到发行价是收盘前一天的嘛。
其他的股票定向增发价钱跟股价相差很多的。
另外公司 公告有说明的

五、定增前一般打压多久股价

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因为证监会规定定向增发价格不低于20个交易日的平均价格，一般增发对象是符合
要求的机构或者大股东，不压低股价，定向增发的时候这些机构或者大股东等于高
价拿股，就会增大它们后面股票解禁时的风险和难度，所以机构和大股东要打压股
价，以较低的增发价买到股票，然后再释放企业的业绩，完成机构和大股东解禁后
高位减持的目的。
扩展资料：注意事项：通常情况下，股票定增对股票会有积极的影响，一般股票定
增对股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可以减少股价下跌。
另外上市公司为了股票定增成功，会将当期的业绩做好，这样也有利于股票价格上
涨。
股票定增成功后，资金可以用于投入收入较好的项目，从而扩大企业的盈利，这样
很有可能会使股票价格出现上涨。
如果上市公司定增获得的资金没有能有效的给企业带来收益和发展。
那么会受到市场投资者的质疑，从而有可能会使股票价格出现下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定增基金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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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定向增发股票需多久解禁

发行股份12个月后(大股东认购的为36个月)解禁

七、增发a股法人配售的解禁时间是什么意思

增发股解禁是公开增发也叫增发新股：所谓增发新股，是指上市公司找个理由新发
行一定数量的股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上市公司“圈钱”，对持有该公司股票的人
一般都以十比三或二进行优先配售，（如果你不参加配售，你的损失更大．）其余
网上发售。
增发新股的股价一般是停牌前二十个交易日算术平均数的90%，对股价肯定有变动
。
增发有二种，一种是公开增发，一种是定向增发： 定向增发一般向战略投资者并
非是机构或基金发放,一般情况会按市场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均价折让8.5或9折发行,
还有需要锁定6至12个月才可以上市流通. 战略投资者是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与发行人具有合作关系或合作意向和潜力并愿意按照发行人配售要求与发
行人签署战略投资配售协议的法人，是与发行公司业务联系紧密且欲长期持有发行
公司股票的法人。
为了维持股票价格的稳定和使公司对股票拥有掌控权，这部股票在规定时间内不得
上市交易（以增发招股说明书为准），过了这个期限，这部分股票就可以上市流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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