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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为什么要出售壳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买壳上市和造
壳上市的含义并分析其利弊-股识吧

一、为什么要借壳上 市？借(买)壳上市的优势有哪些?

1、与直接上市相比，可以避免冗长的审批环节以及上市过程中很多业绩的披露和
财务调查流程，节省上市成本；
2、可以充分利用“壳公司”之前的品牌效应；
3、可以充分利用“壳公司”有价值的经营理念、客户关系等资源；
4、可以节约融资成本。

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买壳上市和造壳上市的含义并分析其利弊

back-door listing lend hull listed

三、借壳上市中，既然子公司已经上市，为什么母公司还要借子
公司壳来上市？母公司（集团公司）以前还没上市吗

《公司法》、《证券法》修订后，有利于更多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和公司债券上市
交易的公司。
《证券法》第五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时，必须符合的条件之
一是，“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三千万元.首先：上市公司也是公司，是公司
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公司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分了。
其次，上市公司是把公司的资产分成了若干分，在股票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大家都
可以买这种公司的股票从而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上市是公司融资的一种重要渠道；
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则不能在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注意：所有公司都有股份比例：国
家投资，个人投资，银行贷款，风险投资）。
上市公司需要定期向公众披露公司的资产、交易、年报等相关信息，而非上市公司
则不必。
最后，在获利能力方面，并不能绝对的说谁好谁差，上市并不代表获利能力多强，
不上市也不代表没有获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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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获利能力强的公司上市的话，会更容易受到追捧。
借壳上市是指上市公司的母公司（集团公司）通过将主要资产注入到上市的子公司
中，来实现母公司的上市，借壳上市的典型案例之一是强生集团的“母”借“子”
壳。
强生集团由上海出租汽车公司改制而成，拥有较大的优质资产和投资项目，近年来
，强生集团充分利用控股的上市子公司—浦东强生的“壳”资源，通过三次配股集
资，先后将集团下属的第二和第五分公司注入到浦东强生之中，从而完成了集团借
壳上市的目的。
买壳上市，是指一些非上市公司通过收购一些业绩较差，筹资能力弱化的上市公司
，剥离被购公司资产，注入自己的资产，从而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买壳上市和借
壳上市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对上市公司“壳”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活动
，都是为了实现间接上市，它们的不同点在于，买壳上市的企业首先需要获得对一
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而借壳上市的企业已经拥有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从具体
操作的角度看，当非上市公司准备进行买壳或借壳上市时，首先碰到的问题便是如
何挑选理想的“壳”公司，一般来说，“壳”公司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即所处行业
大多为夕阳行业，其主营业务增长缓慢，盈利水平微薄甚至亏损；
此外，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单一，以利于对其进行收购控股。
� 在实施手段上，借壳上市的一般做法是：第一步，集团公司先剥离一块优质资
产上市；
第二步，通过上市公司大比例的配股筹集资金，将集团公司的重点项目注入到上市
公司中去；
第三步，再通过配股将集团公司的非重点项目注入进上市公司，实现借壳上市。
与借壳上市略有不同，买壳上市可分为“买壳——借壳”两步走，即先收购控股一
家上市公司，然后利用这家上市公司，将买壳者的其他资产通过配股、收购等机会
注入进去。

四、为什么企业要借壳上市呢

1.广泛吸纳社会资金2.提升企业形象，提升公司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3.公司上市后需要定期的披露财务报表，把经营状况置身于公众视野下。
提高对行业和受众的影响力度，创造财富，使股东、员工的财富增加，提升员工忠
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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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很难吗？为什么要买壳上市？有什么好处？

上市需要动用很复杂的社会关系，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去运作，疏通各级政府和监
管部门的关系，而且得有门道，懂得找谁能办事，基本上。
。
。
很难！ 上市公司最主要解决公司三方面任务：1、融资渠道的拓展，可以通过发行
股票和配股进行融姿。
2、提高公司管理规范化水平。
3、财务监督的透明化。
其实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冲着融姿，圈钱来的！

六、为什么会选择壳而不选择直接上市？

直接上市成本也很高，各种明的暗的费用，而且还要排队，一般准备一个上市项目
要2年多，成功的概率也不高。
而且需要各方面的人脉关系。
借壳就相对容易多了，只需要经过证监会重组委的审核，跟国资有关的，国资委的
批复，这样找人来说就少了一些程序，借好了，可以资产置换，还可以利用上市公
司给自己原来的公司大额贷款担保，如果做的好的话可以增发新股，公开增发或者
定向增发，现在几家上市证券公司都是后先借壳定向增发了新股，当然还有最后一
大块，可以做为大小非全流通了，所以说好的壳公司很好的，当然还需要跟当地政
府很大交涉，再好的壳都有原来的人员安置问题，没有当地政府出面解决是不可能
实现的。

七、IPO和借壳上市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有的公司要借壳而不I
PO？

借壳上市最大的优点的是周期快，可以规避一些IPO无法规避的重大瑕疵；
最大的缺点是成本较高，因为在借壳上市时会有较大的重组成本以及股权稀释和摊
薄，此外，在国内借壳上市暂时无法立即进行融资，需要借壳上市运行一段时间后
方能进行再融资。
IPO的缺点是周期较长，需要规范的问题的较多，面临更严苛的审核；
但可以立即募集资金，股权仅因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而被稀释，不会像借壳上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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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募集资金之前就被稀释。

八、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热衷于借壳上市

与一般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最大的优势是能在证券市场上大规模筹集资金，以此促
进公司规模的快速增长。
因此，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已成为一种“稀有资源”，所谓“壳”就是指上市公司
的上市资格。
由于有些上市公司机制转换不彻底，不善于经营管理，其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丧
失了在证券市场进一步筹集资金的能力，要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这个“壳”资源，
就必须对其进行资产重组。
一般来说，理想的壳公司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即所处行业大多为夕阳行业，主营业
务增长缓慢，盈利水平微薄甚至亏损；
此外，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单一，以利于对其进行收购控股。
在实现途径上，首先要选择壳公司，要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资产情况、融资能力
及发展计划。
选择规模适宜的壳公司，壳公司要具备一定的质量，不能具有太多的债务和不良债
权，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和重组的可塑性。
接下来，非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取得相对控股地位，要考虑壳公司的股本结构，只
要达到控股地位就算并购成功。
其具体形式可有三种：1、通过现金收购，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借壳完成后很
快进入角色，形成良好的市场反映。
2、完全通过资产或股权置换，实现“壳”的清理和重组合并，容易使壳公司的资
产、质量和业绩迅速发生变化，很快实现效果。
3、两种方式结合使用，实际上大部分借“壳”上市都采取这种方法。
非上市公司进而控制股东，通过重组后的董事会对上市壳公司进行清理和内部重组
，剥离不良资产或整顿提高壳公司原有业务状况，改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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