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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多久变股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要多久，
发行条件是什么-股识吧

一、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后多久债券持有人能将其转换为股
票

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后方可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期限由公司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及公司财务状况确定。

二、可转换债券如何转变成股票

当债券到了行权期，可进行行权，把债券转换成相应数量的股票。

三、公司发行了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全部把债券转换为股票，那
么债券节省下来不用支付的利息就可以算作企业的收

是的

四、什么是可转债

可转债一般指可转换债券，指持有者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按一定比例或价格将之转换
成一定数量的另一种证券的债券。
可转换债券是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简称，又简称可转债，是一种可以在特定时间、按
特定条件转换为普通股票的特殊企业债券。
可转换债券兼具债权和期权的特征。
可转换债券 英语为：convertible bond（或convertible debenture、convertible note）。
公司发行的含有转换特征的债券。
在招募说明中发行人承诺根据转换价格在一定时间内可将债券转换为公司普通股。
转换特征为公司所发行债券的一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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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债券的优点为普通股所不具备的固定收益和一般债券不具备的升值潜力。
扩展资料：主要优势：由于可转换债券可转换成股票，它可弥补利率低的不足。
如果股票的市价在转券的可转换期内超过其转换价格，债券的持有者可将债券转换
成股票而获得较大的收益。
影响可转换债券收益的除了转券的利率外，最为关键的就是可转换债券的换股条件
，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换股价格，即转换成一股股票所需的可转换债券的面值。
如宝安转券，每张转券的面值为1元，每25张转券才能转换成一股股票，转券的换
股价格为25元，而宝安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最高也未超过4元，所以宝安转券的转股
条件是相当高的。
当要转换的股票市价达到或超过转券的换股价格后，可转换债券的价格就将与股票
的价格联动，当股票的价格高于转券的换股价格后，由于转券的价格和股票的价格
联动，在股票上涨时，购买转券与投资股票的收益率是一致的，但在股票价格下跌
时，由于转券具有一般债券的保底性质，所以转券的风险性比股票又要小得多。
由于其可转换性，当它所对标的股票价格上涨时，债券价格也会上涨，并且没有涨
跌幅限制。
此外，债券价格和股价之间还存在套利可能性。
所以在牛市对标股价上扬时，债券的收益会更稳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可转换债券

五、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要多久，发行条件是什么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1)最近3年连续盈利，且最近3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
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是不得低于7%;(2)可
转换债券发行后，公司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3)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额的40%;(4)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还应当符合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发行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除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一般条件外，还应当符合
的规定包括: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最近3个会计年度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1年的利息;最近3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平均不少于公司债券1年的利息;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
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40%，预计所附认股权全部行权后募集的资金总量不超过
拟发行公司债券金额等。
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应当约定，上市公司改变公告的募集资金用
途的，赋予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
所附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应不低于公告募集说明书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和
前1个交易日的均价;认股权证的存续期间不超过公司债券的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不少于6个月;募集说明书公告的权证存续期限不得调整;认股权证自发行结束至少
已满6个月起方可行权，行权期间为存续期限届满前的一段期间，或者是存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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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特定交易日。

六、可转债转股的转股时机是什么？什么时候转股？

简单地以可转换公司债说明，A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言明债权人(即债券投资人)
于持有一段时间(这叫闭锁期)之后，可以持债券向A公司换取A公司的股票。
债权人摇身一变，变成股东身份的所有权人。
而换股比例的计算，即以债券面额除以某一特定转换价格。
例如债券面额100000元，除以转换价格50元，即可换取股票2000股，合20手。
如果A公司股票市价以来到60元，投资人一定乐于去转换，因为换股成本为转换价
格50元，所以换到股票后利即以市价60元抛售，每股可赚10元，总共可赚到20000
元。
这种情形，我们称为具有转换价值。
这种可转债，称为价内可转债。
反之，如果A公司股票市价以跌到40元，投资人一定不愿意去转换，因为换股成本
为转换价格50元，如果真想持有该公司股票，应该直接去市场上以40元价购，不应
该以50元成本价格转换取得。
这种情形，我们称为不具有转换价值。
这种可转债，称为价外可转债。
关于权证风险： 1： 权证有杠杆效应，比如正股波动1％，权证可能会有3％的波动
，每个权证的杠杆比例是不一样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七、怎么买中行的可转债，买了以后什么时间怎么才能转成股票
？划算吗？

一般可转换债发行方式主要有三种：优先配售、网下配售和网上定价。
一般个人投资者参与的是网上定价发行方式。
具体的操作流程和规则与申购新股是一样，通过输入中国银行可转债券代码申购就
可以了。
从新债发行申购方面讲，如果你买有某个公司的股票，同时该公司发行可转债，你
就有机会获得购买可转债机会。
如果你不是该公司的股东，既没有购买该公司的股票，那么原股东未申购完或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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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对市场投资者发行，你也可以在发行的时候去申购，跟新股申购差不多，也有
中签率。
你在购买可转换债时会签订协议的，具体的转换时间在协议内是有说明的，你仔细
阅读以下协议就知道了。
转换股票能否盈利主要依据以下的原则：当股市形势看好，可转债随二级市场的价
格上升到超出其原有的成本价时，投资者可以卖出可转债，直接获取收益；
当股市低迷，可转债和其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双双下跌，卖出可转债或将转债变换
为股票都不划算时，投资者可选择作为债券获取到期的固定利息。
当股市由弱转强，或发行可转债的公司业绩看好时，预计公司股票价格有较大升高
时，投资者可选择将债券按照发行公司规定的转换价格转换为股票。
简单地以可转换公司债说明，A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言明债权人(即债券投资人)
于持有一段时间(这叫闭锁期)之后，可以持债券向A公司换取A公司的股票。
债权人摇身一变，变成股东身份的所有权人。
而换股比例的计算，即以债券面额除以某一特定转换价格。
例如债券面额100000元，除以转换价格50元，即可换取股票2000股，合20手。
如果A公司股票市价以来到60元，投资人一定乐于去转换，因为换股成本为转换价
格50元，所以换到股票后立即以市价60元抛售，每股可赚10元，总共可赚到20000
元。
这种情形，我们称为具有转换价值。
这种可转债，称为价内可转债。
反之，如果A公司股票市价以跌到40元，投资人一定不愿意去转换，因为换股成本
为转换价格50元，如果真想持有该公司股票，应该直接去市场上以40元价购，不应
该以50元成本价格转换取得。
具体详细内容可以参考百度百科中的“可转债”说明。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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