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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折现后什么时候可以提现-
股票抛了之后可以马上兑现吗？-股识吧

一、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方法采用什么方法？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方法采用：传统法和期望现金流量法。
1、传统法是指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通常可以根据资产未来每期最有可能产生
的现金流量进行预测。
它使用的是单一的未来每期预计现金流量和单一的折现率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
2、期望现金流量法是指如果影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因素较多，不确定性较大，
使用单一的现金流量可能并不能如实反映资产创造现金流量的实际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更为合理的，企业应当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预
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在期望现金流量法下，资产未来每期现金流量应当根据每期可能发生情况的概率及
其相应的现金流量加权计算求得。

二、股票抛了之后可以马上兑现吗？

股票抛掉了 就说明有人以你的卖价买进了 交易软件就会把自动划入你账户
也就是你账户中的那个可用资金里面 第二天就可以取现了

三、地区的商业银行做哪些业务

商业银行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八）从事同业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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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
本条是对商业银行业务的规定。
本条对原商业银行法第三条作了修改：1．第四项的原规定是“办理票据贴现”，
修改为“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增加了票据承兑业务，原法没有特别规定，这次
作了明确规定。
2．第七项的原规定是“买卖政府债券”，修改为：“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增加了买卖金融债券的业务。
原法只规定了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没有规定商业银行买卖金融债券。
现在商业银行间买卖金融债券已十分普遍，建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
因此，增加了这一项业务。
3．增加了第十项“从事银行卡业务”。
1995年制定商业银行法时，银行发行银行卡还不普遍，现在，各种银行卡已十分普
遍，因此，增加规定了这项业务。
4．增加第三款规定：“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
”。
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结汇、售汇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督管理，原商业银行法对
商业银行的这项业务没有明确规定，这次修改作了明确规定。
5．经营范围和业务，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成立后
，改由其审批，因此，第一款末项和第二款中规定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
为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四、信用卡怎么理财？

就是为了鼓励分期付款而说的套话。
别信那一套。
除非你非常想买一个超出现在支付能力的东西。
现在很多银行的储蓄卡都收各种费用了，你能尽量减少那些费用就行了。
民生银行的储蓄卡不收年费和账户管理费。
想存钱的话，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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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银行存款，保险，国债，基金，股票，外汇都叫理财。
钱不多的时候，理财的目的是保值。
如减少不必要、可避免的支出。
钱多的时候，理财的目的是增值。
各银行的理财卡就是，购买各种理财产品。

五、股票抛了之后可以马上兑现吗？

股票抛掉了 就说明有人以你的卖价买进了 交易软件就会把自动划入你账户
也就是你账户中的那个可用资金里面 第二天就可以取现了

六、中央银行可以扩大银行的信贷规模吗

信贷规模（Credit Scale）又称“贷款规模”，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时期货币政策
目标而事先确定的控制银行贷款的指标。
它包含两层含义：①指一定时点上的贷款总余额，也就是总存量；
②指一定时期内的贷款增量。
这里所讲的贷款规模，主要是指后一层含义，它是指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
策目标而确定的新投放贷款的最高限额，又称贷款总限额。

七、股票委托下单卖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不管你什么时候下单，只要是委托的价格低于当时的买入价，当时就可以成交；
高于当时的卖出价，刚要等到有人想以你委托的价格买入时才可以成交(在没有人
卖出的情况下).卖出后的款数当时就能到达你的帐户，但想提现的话，还得等到第
二天！

八、股权稀释比例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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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朋友问了这样一个法律问题。
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50万元，A股东出资20.5万元，持股41%；
B股东出资19.5万元，持股39%；
C股东出资10万元，持股20%。
目前，公司经营不善资金短缺，为了公司的发展，三股东拟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追加20万元投资。
A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追加8.2万元，B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追加7.8万元，C股
东不愿意再追加投资，但接受股权被稀释。
那么增资扩股之后，C股东的股权如何稀释？也就是说股权被稀释后，C股东持有
的股权比例是多少？02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增资扩股时涉及的四个核心指
标，出让股权比例、融资额度、融资前估值与融资后估值，它们四者的关系如下：
出让股权比例=融资额度÷融资后估值融资前估值+融资额度=融资后估值从上述两
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出让股权比例取决于融资额度与融资前估值这两个指标。
而股权稀释比例又由出让股权比例决定（股权稀释比例+出让股权比例=1）。
在这个案例中，融资额度为20万元已经确定，关键是判定公司融资前估值。
何为融资前估值？融资前估值不等于公司注册资本，它是公司在融资前全部价值的
评估和计算。
除了财务报表上体现出来的可量化的资产，比如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还包括创
始团队的能力、商业模式、产品价值、公司所处的阶段等等。
在确定公司估值时，有很多估值方法可供参考，比如可比交易法、现金流折现法等
。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司估值更多的是投融资双方博弈的结果，主观成分较大。
我们假设本案例中三股东最终判定的公司融资前估值为100万元，那么出让股权比
例为16.7%，计算公式如下：20万÷（100万+20万）=16.7%。
也就是说增资扩股完成之后，原股东的股权要同比稀释83.3%（1-16.7%）。
C股东持股20%，稀释之后为16.7%，计算公式为：20%x83.3%=16.7%。
03清楚了C股东的股权是如何被稀释的之后，我们再做一下引申。
对于C股东放弃认购的新增注册资本份额，A股东、B股东是否具有优先认购权呢？
答案是否定的。
优先权对其相对人权利影响巨大，必须基于法律明确规定才能享有。
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时，股东有权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
资，但是对于股东放弃认缴的新增份额，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是否享有优先购买
权，法律并没有做出规定。
这就决定了C股东可以将放弃认缴的新增份额让与给A股东、B股东，也可以让与给
股东之外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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