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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鞋机制股票有哪些好处_新股发行：红鞋机制和绿鞋机
制有什么区别-股识吧

一、关于绿鞋期权的通俗解释。。。

绿鞋期权是发行新股的时候给投行的期权。
也就是投行有权利在新股发行之后的一段时期在发行一部分新的股票。
绿鞋期权存在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帮助投行控制发行之后的股价，减少波动。
另一个是减少投行IPO定价偏差的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绿鞋期权并没有增加预先确定的发行量，只是把它分成了两部分。
下面举个例子。
投行A给某公司做IPO，发行100万股，绿鞋期权10万股，发行价100元。
1、A在第一次发行的时候实际上只发行了90万新股，同时向公司原有的大股东借
了10万旧股，投入公开市场，总共是100万股。
2、此时A还可以发行10万的新股。
3、发行之后：股价大幅上涨到120元，此时A会行使绿鞋期权，把手中的10万新股
以120元的价格发行。
这时市场上的股票供给增加，股价会小幅回落，A再从市场上买回10万股归还给大
股东。
4、发行之后：股价大幅下跌到80元，此时A会放弃行权，直接以80元的价格从市场
上买回股票，还给大股东。
A的买入行为会让股价小幅上升。
（也就是实际上只发行了90万股。
相当于A把那些旧股以100元卖出，再80元买入还给大股东）

二、绿鞋机制是什么意思？

绿鞋机制也叫超额配售机制，是发行人授予主承销商在该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后30日
内，可以按同一发行价格超额发售不超过包销数额15%的股份的机制。

三、绿鞋机制的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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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绿鞋机制是发行人根据承销协议赋予承销商的一项权利，获得此权利的承销
商可以按照同一价格超额发售不超过本次发行规模的15%的股票。
这项制度是在1963年时美国绿鞋公司发布IPO时得名的。
简单来说，这个机制就是为了延缓股票价格下跌或者是让股票价格维持在不低于发
行价的情况。
从整个机制来说，一般执行的时间是上市后的3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本次邮储银行
在2021年12月10日上市后，到了2021年1月9日的时候，绿鞋机制就失效了。
具体来说，在股票上市后的后市稳定期内，如果股票二级市场价格高于发行价，则
承销商可以要求发行人增发相应数量的股票;如果股票二级市场表现较弱，承销商
将动用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从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应数量的股票，减少二级市场
流通的股票数量。
那么这个绿鞋机制护盘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个钱，一般情况下都是来自于
额外配售的15%，也就是发行券商从上市公司手中提前借来的钱。
在绿鞋这个机制中，有一部分人购买的时候就是正常的IPO，而有一部分购买的就
是绿色机制下的超额配售股票，所以券商就拿着这部分超额配售股票所得资金去二
级市场执行。
对此，我们就能了解了绿鞋机制的运作原理。
当股票价格低于发行价的时候，券商就拿着钱去购买股票，然后把股票还给参与绿
鞋机制的投资者，当股票价格高于发行价的时候，券商则是把上市公司增发的15%
股票给予参与绿鞋机制的投资者。
简单来说，在这个环节中其实就是一个如上图所示的循环关系，不过唯一的区别两
者最终发行的个股数目不同，股票价格在30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那么最终上市公
司就是只能发行10000股，若是股票价格在30个交易日内高于发行价，那么最终上
市公司就是一共可以发11500股。

四、绿鞋机制的主要功能

它的功能主要有：承销商在股票上市之日起30天内，可以择机按同一发行价格比预
定规模多发15%（一般不超过15%）的股份。
这一功能的作用体现在：如果发行人股票上市之后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主承销商用
事先超额发售股票获得的资金（事先认购超额发售投资者的资金），按不高于发行
价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买入，然后分配给提出超额认购申请的投资者；
如果发行人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高于发行价，主承销商就要求发行人增发15%的股票
，分配给事先提出认购申请的投资者，增发新股资金归发行人所有，增发部分计入
本次发行股数量的一部分。
显然，绿鞋机制的引入可以起到稳定新股股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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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后对于可用绿鞋机制的新股，上市之日起30天内，其快速上涨或下跌的现
象将有所抑制，其上市之初的价格波动会有所收敛。

五、股市的“绿鞋机制”是什么意思

新股发行：红鞋机制和绿鞋机制有什么区别 ？
{1}在香港股票发行执行的是红鞋机制。
也就是管理层在香港发行新股时：每个香港的公民只要参加新股申购，就都可以得
到500股的新股。
因为，香港执行的是国际惯例。
讲的是公平合理。
[2}而中国内地从今年开始执行的是绿鞋机制。
所谓绿鞋机制就是将原来券商在申购新股时每个资金帐户由原来只可以申购3万到5
万股提高到 9亿股。
而且，券商还可以通过对新股的询价另外得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管理层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要充分保护机构的权益。
希望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能够理解。

六、新股发行：红鞋机制和绿鞋机制有什么区别

新股发行：红鞋机制和绿鞋机制有什么区别 ？
{1}在香港股票发行执行的是红鞋机制。
也就是管理层在香港发行新股时：每个香港的公民只要参加新股申购，就都可以得
到500股的新股。
因为，香港执行的是国际惯例。
讲的是公平合理。
[2}而中国内地从今年开始执行的是绿鞋机制。
所谓绿鞋机制就是将原来券商在申购新股时每个资金帐户由原来只可以申购3万到5
万股提高到 9亿股。
而且，券商还可以通过对新股的询价另外得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管理层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要充分保护机构的权益。
希望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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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市的“绿鞋机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保证 上市的股票 在一定时间内 不跌破发行价

八、谁能通俗地解释一下何谓“绿鞋机制”？

首先明白这之间有三者：发行人，主承销商，投资者。
三者关系：发行人（如农行）发行股票，由主承销商（证券公司）销售给投资者。
绿鞋：是一种选择权，主承销商可以选择要不要执行。
执行什么？要求发行人多发行15%的股票给投资者的权利。
有了绿鞋机制，主承销商先“卖出”了15%的股票，募集到了115%的资金。
但那15%的股票实际还没有发行，投资者还没有拿到手。
投资者先多付出了15%的资金，暂时放在主承销商那。
上市后，有两种情况，一是股价高于发行价，主承销商当然选择执行权利，多卖出
了15%的股票给投资者。
15%的股票是主承销商要求发行人多发行的。
发行人可以多募集到资金，主承销商可以多赚取手续费用（按照募集资金的百分比
计算），先前超额认购的投资者（先付出15%股票的资金的那些投资者）这时候就
可以拿到股票了。
这是多赢的事儿。
第二种情况是股价低于发行价，即破发。
这时候，主承销商不行使让发行人多发行15%股票的权利。
则会用事先超额发售股票获得的资金,按不高于发行价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买入部分
股票,然后再分配给先前提出超额认购申请的投资者们。
比如农行跌到2.5元，那么主承销商就会用那些钱买入农行股票，这会有个价差，2.
68-2.5=0.18元。
这个价差主承销商会赚走。
原先超额认购的投资者还是以2.68元的价格获得股票。
综上，多发行股票，利于股价不至于涨的太离谱，破发，有绿鞋保护，主承销商会
买入股票，可以稳定股价，不至于跌的太深。
但一般来说破发对于主承销商是挺没面子的事情，因为没法帮发行人多发行股票，
投资者也遭受损失。
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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