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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为什么增收不增利呢：中国股市为什么上市公司
不分红-股识吧

一、为何很多公司老总一上市就身价陡增？

你这个问题提的太专业了，不知道你是否对金融知识有所了解，我只能用尽量通俗
的说法试着回答一下。
你的意思可能是说：一家只值100元的企业，为什么一到证券市场上就能值200元、
300元甚至500元，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原来资产只值100元，企业一上市，资产一下
子就值200元、300元甚至500元了。
首先，要了解股票的价格到底是代表什么。
股票的价格代表着一个公司在他的存续期创造的价值的总和。
所以股票的价格一般情况下都比净资产高的多。
假设你投资100元建立一家企业，这个企业只有这一股，这一股的净资产就是100元
。
假如每年赚10元。
这家企业如果卖掉的话你肯定不愿意只卖100元吧？别人买你的企业不光买走了100
元的净资产，还买走了将来很多年的盈利。
假设社会的国债利率为5%，这个利率是没有风险的。
所以你在计算卖价时一定会考虑这个5%的利率。
所以你的卖价最高就是用10元除以5%，得到200元的价格。
超过这个价格，没有人会买你的企业，因为超过200元别人不如去买国债了，一点
风险没有，还不用费心的搞经营。
紧接着你可能会问，在股市上，值100元的企业不是有人出到1000元的价格来买吗
？这不远远超过200元了吗？原因很多。
主要有：第一，一家企业不可能每年只赚10元，有可能第一年赚10元，第二年赚15
元，第三年赚20元，盈利能力越来越强。
这种盈利预期会使投资者出更高的价格来买。
第二，股市存在激烈的投机活动。
很多股民根本不看公司的盈利能力，只要看到价格在上涨就跟着盲目的买进，导致
价格脱离公司的基本面，涨的让人都不敢相信。
2005年到2007年疯狂的牛市你肯定看过了吧？是不是很疯狂。
紧接着，你可能会问：在现实生活中的买企业为什么仅仅比净资产高一点呢？不象
股市上价格如此夸张。
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企业进行买卖需要经过很多手续。
例如：要经过审计机构的资产评估、法律机构的认定等等，这些手续要花费很多钱
，所以交易起来很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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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买企业的人都是搞具体的企业经营的人，都是专家，对企业的
具体状况都很熟悉。
他一旦买下这家企业，就要承担巨大的经营风险。
所以他在买企业的时候往往很理性，很务实。
他们的最高出价就是前面所说的，最高价仅仅是200元，比100元只多了100。
而股市买卖起来很便利；
股民和基金是不参与经营的，对企业具体状况了解的不深；
再加上投机因素推波助澜，所以股市的价格大多数要高于现实生活中企业买卖的价
格。
这就是为什么老总的公司一上市，原来只值100元的资产一下子就值500元甚至1000
元，身价跟着暴涨的原因。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在这么短的文字里很难解释清楚。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了。
不当之处，请指正。

二、中国上市公司为什么较少派发现金股利

中国特色，其他资本市场较完善的如美国，都有强制分红的，中国不分红自有他的
道理，大股东通常有四成股份就可以控股一家公司，或者更少股份就可以控股如60
0868（大股东不到百分之二十），就像上市公司市值二十亿(价格10元，2个亿盘子)
，我只拿了八亿或更少就可以控制这么多的资源，假设上市公司一年利润是1个亿
，如果拿五千万来分红，大股分到自己腰包的红利只有5000/20000=0.25元每股，如
果不分红，这一个亿都在公司里，你是大股东，基本上处置权你说了算，这就是其
中的奥秘。
当然有些公司根本就是亏钱的，就是大股东想分红也没得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三、上市公司经常公告归属母公司的利润增长多少，为什么不是
自己的利润，要是归属母公司的？

这里说的母公司就是上市公司，就是自己。
你看到的报表一般有两份，一份是上市公司单独的报表，一份是合并报表。
所谓合并报表就是把上司公司具有控制能力的公司都合并进来了，总资产、总收入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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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控股公司中还有一些其他股东，所以合并报表里面有一项少数股东权益
，这个就是其他股东的。
归属于母公司的利润就是上市公司自己的利润加上控股公司利润里面归上市公司的
那部分。

四、中国上市公司为什么较少派发现金股利

中国特色，其他资本市场较完善的如美国，都有强制分红的，中国不分红自有他的
道理，大股东通常有四成股份就可以控股一家公司，或者更少股份就可以控股如60
0868（大股东不到百分之二十），就像上市公司市值二十亿(价格10元，2个亿盘子)
，我只拿了八亿或更少就可以控制这么多的资源，假设上市公司一年利润是1个亿
，如果拿五千万来分红，大股分到自己腰包的红利只有5000/20000=0.25元每股，如
果不分红，这一个亿都在公司里，你是大股东，基本上处置权你说了算，这就是其
中的奥秘。
当然有些公司根本就是亏钱的，就是大股东想分红也没得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五、上市公司的盈利为什么不全部分配给股东?

1股利理论研究在西方已达数十年，早在1938年威廉斯(Williams，1938)就揭开了股
利理论研究的序幕，1956年林特纳(Lintner，1956)对股利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 )和财务学家米勒(Miller，1961)
提出了著名的“股利无关论”。
在此基础上，西方财务学界展开了对股利理论的深入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
方股利理论已经在不同角度得到了很大发展，积累了大量成果，形成了包括剩余股
利理论、客户效应理论、信号股利理论和代理股利理论在内的现代股利理论学派。
但是这些学派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许多方面甚至互相矛盾。
因此，费舍布莱克(FischerBlack，1976)将股利政策视为“股利之谜”，布瑞利和迈
耶斯(Brealey&amp；
Myers，1987)等将股利政策列为公司财务的十大难题之一。
2股利分配往往伴随着配股，转增资本等股本扩张行为。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资金紧张，因此不派现的公司较多，但在2000年派现送股的公
司比例有所回升之后几年呈稳定状态。
根据证监会对公司配股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要获得配股资格，净资产收益率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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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超过10%，一些净资产数额较高的公司为达到配股的目的，采取了发放现
金股利以降低净资产额，从而相应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办法。

六、交增值税为什么不影响利润

国家对企业征收增值税是在企业销售商品而不是在采购商品时候进行的，因此国家
是在乙公司出售产品时向乙公司征收增值税销项税额17万元。
显然，这一部分的销项税额17万元已经计入乙公司出售给甲公司产品的零售价中，
成为甲企业采购成本中的进项税额17万元。
运输费：算在公司销售产品时的“费用”中。
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算在公司销售产品的“成本中收入减去各项成本费用才是利
润。
白话说好象很费劲

七、你认为一个公司“增收不增利并加大了资金风险”的具体原
因是什么

投资的领域错误 投资的时间错误

八、中国股市为什么上市公司不分红

只是部分公司吧，盈利的公司不分红，可能用于增加公司资产、提高公司价值，提
高股价，拓展业务之类用途，不盈利的公司应该就是没钱分红，不过针对前一种情
况，“铁公鸡公司”，证监会已经宣布将对有能力但长期不分红上市公司加强监，
应该会让这种情况缓解

九、为什么通常情况公司上市后，利润额会增加？

其实这个不是一定的，有些上市公司上市后利润并不增加

                                                  页面 4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参考文档

下载：上市公司为什么增收不增利呢.pdf
《你以为的实际的股票走势图是什么》
《股票分时112是什么意思》
《供销大集旗下的中国集是什么情况》
下载：上市公司为什么增收不增利呢.doc
更多关于《上市公司为什么增收不增利呢》的文档...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股识吧】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book/18511698.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5 / 5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book/18511698.html&n=上市公司为什么增收不增利呢.pdf
/author/68776251.html
/store/73445877.html
/store/74362994.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book/18511698.html&n=上市公司为什么增收不增利呢.doc
https://www.baidu.com/s?wd=%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4%B8%BA%E4%BB%80%E4%B9%88%E5%A2%9E%E6%94%B6%E4%B8%8D%E5%A2%9E%E5%88%A9%E5%91%A2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book/18511698.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