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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为什么不等于资产－－资产报酬率公式的的分母为什
么是平均资产而非本期期末资产总额？-股识吧

一、资本成本为什么是现有资产的平均风险

企业筹资的风险和投资者投资的风险是相对的。
企业筹资的风险小，则投资者投资的风险就高（比如普通股，企业不还本付息，筹
资风险小，股民投资股票的风险就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要承担过大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就要求较高的收益率，由于
投资者的收益来源于企业的成本，因此企业承担的成本就高。
反之，企业筹资的风险大，则投资者投资的风险就低（比如债券，企业还本付息，
筹资风险大，而债券投资者的风险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就会
较低，由于投资者的收益来源于企业的成本，企业承担的成本就低。
因此，筹资风险大，则企业的资本成本较低，相反，企业的筹资风险小，则企业的
资本成本就会较高。
我们记住这一规律即可。

二、股票市场里，总股本和流通股的关系？

总股本和流通股的区别如下：1、概念不同流通股是指上市公司股份中，可以在交
易所流通的股份数量。
其概念，是相对于证券市场而言的。
在可流通的股票中，按市场属性的不同可分为A股、B股、法人股和境外上市股。
与流通股对应的，还有非流通股，非流通股股票主要是指暂时不能上市流通的国家
股和法人股。
总股本，包括新股发行前的股份和新发行的股份的数量的总和。
总股本亦作资本总额，公司资产的总价值，包括股本金、长期债务及经营盈余所形
成的资产。
2、影响因素不同总股本是股份公司发行的全部股票所占的股份总数，流通股本可
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全流通股份来说总股本=流通股本。
总股本大的话，而且非流通股本小的话，庄家不易控盘，该股不易成为黑马。
相反，总股本小，而且非流通股本相对来说占有较大的比例，那么庄家很容易吸筹
建仓，能快速拉升股价，成为黑马的机率较大。
如果没庄家的介入，股本大的价格波动相对股本小的价格波动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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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围不同股改后，对股改前占比例较小的非流通股。
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小于5%，在股改一年后方可流通，一年以后也不是大规
模的抛售，而是有限度的抛售一小部分，为的是不对二级市场造成大的冲击。
而相对较多的一部分就是大非。
反之对股改前占比例较大的非流通股。
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5%以上者在股改后两年以上方可流通，因为大非一般都是公
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

三、资产报酬率公式的的分母为什么是平均资产而非本期期末资
产总额？

我的理解与你相同，因为利润指标是期间数，期间数除以时点数没有实际意义，所
以，分母也采用平均资产总额这样的期间数。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利润不全是由期末的资产创造的，而是企业存续期间内各期的
资产创造的，准确的计算，应当是以每天的资产总额加权平均。
由于这样太麻烦，资料难取得，通常只以按月、季或年平均。

四、我知道资产=权益，但是资产和所有者权益者在数量上始终
是相等的?答案是错误的，谁能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权益解释：资产的来源途径有三个，即所有者的投入
资本、债权人的借入资金以及在生产经营中所产生的收益。
其中第三部分又可分为，归所有者所有的部分（体现在未分配利润中）和归债权人
所有的部分（体现在应付利息或长期借款中，这视借款类型而定）。
从这三个来源来看，资产完全就归属于所有者和债权人，也由此形成所有者权益和
债权人权益（也即负债），两者统称权益。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有着本质的区别：1、性质不同表现为负债是债权人对企业资产
的求偿权，是债权人的权益，债权人与企业只有债权债务关系。
到期可以收回本息。
而所有者权益则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净资产的求偿权。
包括所有者对企业投入的资本以及其对投入资本的运作所产生的盈余的要求权，没
有明确的偿还期限。
2、偿还责任不同表现为企业的负债要求企业按规定的时间和利率支付利息，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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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本金。
所有者权益则与企业共存亡，在企业经营期内无需偿还，国有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分
配收益。
股份制企业按照董事会的决定支付股利，其他企业按照企业最高层管理机构的决定
分配利润。
扩展资料：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是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它是企业的资产扣除债权人权益后
应由所有者享有的部分，既可反映所有者投入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又体现了保护
债权人权益的理念。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其他综合收益、留存收益等，通常由股
本(或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含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其他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
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构成。
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是指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部分，它既包括构成企业注册资本
或者股本的金额，也包括投入资本超过注册资本或股本部分的金额，即资本溢价或
股本溢价，这部分投入资本作为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反映。
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根据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
。
留存收益，是指企业从历年实现的利润中提取或形成的留存于企业的内部积累，包
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参考资料：股票百科-所有者权益

五、为什么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本质是“企业的法人实质”。
所谓“法人实质”，就是企业是一个“中介的”权利实体，与自然人这种“终端的
”权利实体相区别。
对企业来讲，资产是权利，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都是义务。
所谓“中介的”权利实体，意味着企业实体的一切“权利”，都要“镜像”为对另
一个实体的“义务”，并且最终“镜像”为对“自然人”的义务。
但是与“企业”不同，“自然人”这种“终端的”权利实体的一些权利是可以属于
“自身”的，比如自然人享有一项权利，并不一定要增加对另一个实体的义务。
.用一句话来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实质是：“一切权利属于‘自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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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报 所得税年报时，网页上提示“资产负债表”与“所有
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有多项不符

左侧第一行应填写的是上年末数据，所以你应该都填成0

七、为什么股东权益加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不相等

我看了几家公司的都是这样，没有长期负债那么负债总额应该等于流动负债，可是
也不等，因为没有看到报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八、为什么实收资本不属于资产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本质是“企业的法人实质”。
所谓“法人实质”，就是企业是一个“中介的”权利实体，与自然人这种“终端的
”权利实体相区别。
对企业来讲，资产是权利，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都是义务。
所谓“中介的”权利实体，意味着企业实体的一切“权利”，都要“镜像”为对另
一个实体的“义务”，并且最终“镜像”为对“自然人”的义务。
但是与“企业”不同，“自然人”这种“终端的”权利实体的一些权利是可以属于
“自身”的，比如自然人享有一项权利，并不一定要增加对另一个实体的义务。
.用一句话来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实质是：“一切权利属于‘自然人
’”。

九、我为什么在算股东权益的时候，老是把股本和固定资产加
起来，老是搞混，我看见书上一个角度是从：固

你所说是怎么准确计算（所有者）股东权益的问题？1：按会计等式：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可以得出，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
而资产是由存货、固定资产、货币资金、应收帐款等构成。
2：（所有者）股东权益的内部构成，它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
分配利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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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企业资产负债表是平衡的，这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所有者）股东权益的数额
是一致的。
第1种方法更能反映（所有者）股东权益真实用途，第2种方法更准确反映（所有者
）股东权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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