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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全流通的股票容易被炒作—股票全流通对股价的影
响？-股识吧

一、已经全流通的股票好不好？

全流通的股票，也就是没有限售股，可以说是比较活跃，比较灵活，如果说风险，
当然也要看公司业绩，同时看公司高管对公司的一个前景判断，如果高管对前景公
司不看好，那样的话非全流通股票风险大，因为到了解禁的时候，高管会套现。
如果高管对前景比较看好，机构也看好，那样的非流通股，股价很容易长起来。
全流通大盘股，一般来说机构少，他的价格不容易控制，相对稳定，风险也相对低
点，但是机会也少点，会跟着市场节奏走。
全流通小盘股，投机性强。
风险也大。

二、炒股教程：高送转炒作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高送转股票（简称：高送转）是指送红股或者转增股票的比例很大。
实质是股东权益的内部结构调整，对净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也
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
“高送转”后，公司股本总数虽然扩大了，但公司的股东权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
而且，在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股本扩大，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与送红股将摊
薄每股收益。
在公司“高送转”方案的实施日，公司股价将做除权处理，也就是说，尽管“高送
转”方案使得投资者手中的股票数量增加了，但股价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投资者
持股比例不变，持有股票的总价值也未发生变化。
送红股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对公司的股东权益和盈利能力并没有实质性影响
，也不能直接给投资者带来现金回报，但为什么“高送转”总能吸引众多投资者的
目光？由于投资者通常认为“高送转”向市场传递了公司未来业绩将保持高增长的
积极信号，同时市场对“高送转”题材的追捧，也能对股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投资者有望通过填权行情，从二级市场的股票增值中获利。
因此，大多数投资者都将“高送转”看作重大利好消息，“高送转”也成为半年度
报告和年度报告出台前的炒作题材。
在董事会公告“高送转”预案前后，几乎每家公司的股价都出现了大幅上扬甚至翻
了好几倍，部分公司凭借“高送转”题材站稳了百元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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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公司在公布“高送转”预案后，公司股价表现不一，甚至大相
径庭。
有的在预案公告日开盘几分钟后即涨停，但有的在预案公告日几乎跌停，还有的在
预案公告后数日内连续大跌。
究其原因，“高送转”公司股价走势与大盘波动、公司经营业绩、股价前期走势、
预案是否提前泄露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炒作“高送转”的风险不可小觑。
在市场非理性炒作“高送转”题材的背景下，作为中小投资者，如何才能避免跌入
“高送转”陷阱中？我们认为，中小投资者在面对市场出现的“高送转”传闻时，
不宜盲目轻信，一切以上市公司正式公告为准，警惕不良分子利用或制造“高送转
”传闻牟取利益。
在上市公司正式公告“高送转”预案时，要重点关注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真
实目的，综合考虑公司经营业绩、成长性、股本规模、股价、每股收益等指标后分
析“高送转”的合理性，警惕上市公司出于配合二级市场炒作，或者配合大股东和
高管出售股票，或者配合激励对象达到行权条件，或者为了在再融资过程中吸引投
资者认购公司股票等目的而推出“高送转”方案。
例如，2007年7月底，互联网上出现大量关于A公司将推出中期“高送转”方案的传
闻，部分投资者利用传闻炒作公司股票，导致A公司股价三度涨停。
A公司随即公布半年报，但并未如期公告“高送转”方案。
A公司半年报披露后，股价连续两日大幅下跌。
再如2007年8月B公司披露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07年上半年B公司发生巨额亏损
，但仍推出了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10股转增10股。
在此之前，B公司股价异常上涨。
而方案公布第二天，就是B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且控股股东
已计划出售股票偿还债务。
B公司推出大比例送转方案，存在配合控股股东高价减持股份的嫌疑。
方案公布后，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响和质疑。

三、怎样发现容易被炒作的股票

股票能够上涨的几个条件：1、相对时空位置处在低位；
2、主力开始发动行情之日最高点最低点震荡幅度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6.2%以上
。
3、主力开始发动行情之日成交量换手率起码应急超过3%，以超过4.5%为好,最好是
6.2%以上。
4、最好是主力刚开始发动行情之日即突破颈线或突破盘区或突破前高点甚至仅仅
是创新高，这样更容易有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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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没有被大肆炒作的个股，或是有炒作题材的个股，利空出尽的个股，最好是属
于市场热点板块，极端情况下甚至是热点中的龙头，更容易有大行情。
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操作风格也会不同，找准一条适合你自己的投资之路，非常重
要！建议新手不要急于入市，先多学点东西，可以去游侠股市模拟炒股先了解下基
本东西。
6、小盘股更容易有大行情，如流通盘不超过8000万的股票或流通市值不超过十个
亿的股票更容易有大行情。
7、在大盘上涨的背景下，个股更容易有大行情。
所以在进场炒作时最好有大盘的配合。

四、一只股票全流通是什么意思？他的注册资本和利润和成本，
都可以变成股票了？？

这是我国的股市特有的现象。
就是股票上市时公司高管、控股股东的股票有一个3年期的限售期。
也有一年期的限售期的。
在这段时间内这些高管不允许出售自己手中的股票，叫限售股。
发信给散户的可以交易，叫流通股。
限售期已过，叫限售股解禁。
可以交易了。
这是这只股票叫全流通股。
这时你会看到这些股票，连续放量下跌。
就是那些高管获利出逃。

五、股票全流通好还是不好

好不好看自己怎么认为，下面介绍一下全流通股票： 我国股市成立时制度上比较
特殊，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能流通（即在交易所公开买卖）
，包括国家股，法人股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股权分置”或“全流通”问题。
一般投资者购买的是可以流通的流通股。
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目前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要让所有的股票都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
“全流通”，让股市在制度在走向完善，让其正常发挥作用。

                                                  页面 3 / 6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这项改革有很多困难，制度上的、利益上的、操作上的等等，其中之一就是利益的
再分配。
非流通股东的持股成本大都很低，而流通股东的成本很高，比如以前的国企改制成
股份公司时，按净资产折价为国家股，后来发行现流通股时则按几倍于净资产的价
格发行，当时由于国家股不能流通，发行时也没有太多问题。
现在如果都可以买卖了，对流通股东就很不公平，这就需要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
支付一定的补偿来获取“流通权”，这就是所谓的支付“对价”。
2009年6月19日晚，国务院宣布在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政策，转持国有股
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从而掀开中国证券市场全新的一页。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曾经是长期困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桎梏。
从2005年4月末开始，一场席卷整个市场、波及多个方面的股权分置改革相继展开
，并于2006年底初步告捷，奠定了全流通股市的制度框架。
但是，进入“后股改”时期的中国股市并不平静，对于“大小非”、“大小限”的
议论仍不绝于耳。
特别是在市场低迷时，对于解禁股的各种争论更趋激烈，解禁股甚至被指为“砸盘
”的罪魁祸首。
而一旦市场情绪高涨之时，人们对解禁股的关注度又骤然降低。
从2009年3月以后的市场看更是如此。
人们对所谓的“大小非”股票不再恐惧，可以解释为“牛市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也折射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日益得到夯实。
如果说始于2005年4月末的股改大变革奏响了中国股市步入成年的号角，那么这个
成人礼仪式显然还没有落幕：股改成功只是它的上半场，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全流通
市场是这个成人礼的下半场。

六、股票限售期是否会被投机者利用？为什么全流通的同时设置
了限售期？

首先对于一些机构投资者或大股东购买股票时为了不对市场或少对当时的市场造成
直接影响，又要对资金有一个稳定投资的约束，就会与大资金投资者约定限售期使
他们在限售期内不能上市流通交易。
主力往往会在限售期结束前，它仍然高度控盘的时候控制股价，拉高出货。
而如果是限售股主力坐庄或与其答成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力在坐庄，也会借机打压股
价，拿到更多筹码，将股价拉得更高以获取更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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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什么有的股票会限制卖出时间？有的股票却是全流通无限
售的？

你说的有限制的叫限售股，没限制的叫全流通股。
简单点讲就是限售股的成本太低，由于流通量太大，如果全放出来会扰乱市场秩序
。
具体的情况如下： 限售股
以前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国企），有相当部分的法人股。
这些法人股跟流通股同股同权，但成本极低（即股价波动风险全由流通股股东承担
），唯一不便就是不能在公开市场自由买卖。
后来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企业所有股份自由流通买卖。
按照证监会的规定，股改后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
取得流通权后的非流通股，由于受到以上流通期限和流通比例的限制，被称之为限
售股。
（三）IPO限售股:新股上市日起3个月，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
上市日起1~3年，原股东的限售流通股陆续上市流通。
限售流通股的锁定期结束后，持股人可以直接按照市价减持，不需要支付对价。
全流通股 是指公司在上市时，企业内部持有本公司原始的股票，上市后，原始股
是不能进入一级市场进行买卖的，目的是稳定企业在股市中有一定的，稳定的市场
价格。
根据银监会评估来做出是否上市。
如果同意上市，可分为一次，二次，多次分别上市，至公司将不在有原始股票，全
部在市场上流通，允许市场买卖。

八、请问全流通股和半流通股，哪个好抄？谢谢！

主要股东是持股数量排前几位的股东，如：控股股东、大股东、主要持股股东。
流通股股东是所持股份可以在二级市场自由买卖的股东，这个概念是相对于非流通
股股东提出来的。
散户也是流通股股东。
没错，一般说，流通股股东越少，庄家越容易控盘。
002149 目前流通股(万股):13713.00，总股本(万股):17463.00，流通股占：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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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不大，限售股不多，题材也比较好，庄家比较喜欢选来炒作。
所以去年7月到11月价格就翻番了。

九、全流通股票是不是比不是全流通的股票好啊

不管是流不流通的股票，交易都一个模式，只能做涨，而且今天买的必须明天才能
卖，还不如做期货，期货不会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每个交易者都是一样的，采
用公开竞价的方式，随时可以买卖，做多做空都可以，双向交易，而且价格不像股
票容易被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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