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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股票发行价股票发行价格是如何确定的-股识吧

一、从股票的K线图上如何看到该股发行价？

k线图上是看不到一只股票的发行价的，你可以在行情软件上按f10，在公司概况一
览能看到公司的发行价了。

二、如何查看一只股票的发行价 ？

只要到百度里面搜索一下，就有答案了。
一般即将要上市的新股，在各大财经网站里都可以查看到详细信息。
已经上市的新股，可以在行情软件里面查看日K线，从上市当天到现在，每天的价
格都有。

三、股票发行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是股票发行计划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它关系到发行人与
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及股票上市后的表现。
若发行价过低，将难以满足发行人的筹资需求，甚至会损害原有股东的利益；
而发行价太高，又将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增大承销机构的发行风险和发行难度，抑
制投资者的认购热情。
并会影响股票上市后的市场表现。
因此发行公司及承销商必须对公司的利润及其增长率、行业因素、二级市场的股价
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然后确定合理的发行价格。
从各国股票发行市场的经验看，股票发行定价最常用的方式有累积订单方式、固定
价格方式以及累积订单和固定价格相结合的方式。
累积订单方式是美国证券市场经常采用的方式。
其一般做法是，承销团先与发行人商定一个定价区间，再通过市场促销征集在每个
价位上的需求量。
在分析需求数量后，由主承销商与发行人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固定价格方式是英国、日本、香港等证券市场通常采用的方式。
基本做法是承销商与发行人在公开发行前商定一个固定的价格、然后根据此价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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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开发售。
累积订单和固定价格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适用于国际筹资，一般是在进行国际推荐的
同时，在主要发行地进行公开募集，投资者的认购价格为推荐价格区间的上限，待
国际推荐结束、最终价格确定之后，再将多余的认购款退还给投资者。
目前，我国的股票发行定价属于固定价格方式，即在发行前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根
据市盈率法来确定新股发行价。
新股发行价=每股税后利润*发行市盈率，因此目前我国新股的发行价主要取决于每
股税后利润和发行市盈率这两个因素：
(1)每股税后利润，每股税后利润是衡量公司业绩和股票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 每
股税后利润=发行当年预测利润/发行当年加价平均股本数=发行当年预测利润/(发
行前总股本数+本次公开发行股本数*(12-发行月份)/12) (2)发行市盈率。
市盈率是股票市场价格与每股税后利润的比率，它也是确定发行价格的重要因素。
发行公司在确定市盈率时，应考虑所属行业的发展前景、同行业公司在股市上的表
现以及近期二级市场的规模供求关系和总体走势等因素，以利于一、二级市场之间
的有效衔接和平衡发展。
目前，我国股票的发行市盈率一般在13至15倍之间。
总的来说，经营业绩好、行业前景佳、发展潜力大的公司，其每股税后利润多，发
行市盈率高，发行价格也高，从而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反之，则发行价格低，募集资金少。

四、怎样查找股票的发行价。

1、查找股票的发行价：在炒股软件里，每只股票的F10里都能看到这只股票的发行
价。
2、股票发行价格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新股票的价格。
在确定股票发行价格时，可以按票面金额确定，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确定，但不得
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
在股票发行价格中，溢价发行或者等价发行都是允许的，但是不允许以低于股票票
面的价格发行，又称折价发行，因为这种发行价格会使公司实有资本少于公司应有
的资本，致使公司资本中存在着虚数，不符合公司资本充实原则；
另一方面，公司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股票，实际上就意味着公司对债权人有
负债行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溢价发行股票，就是以同样的股份可以筹集到比按票面金额计算的更多的资金，从
而增加了公司的资本，因此，以超过票面金额发行股票所得溢价款列入公司资本公
积金，表现为公司股东的权益，即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

                                                  页面 2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五、怎样查看股票的发行价?

一般在股票行情软件上都能查出相关信息出来的，首先在你想查的股票的K线图或
分时图上按F10，然后在上方有一些相关的栏目的，选择公司概况那里，然后按Pag
edwn向下翻页，一般存在发行与上市概况这一项的，在这项下一般能让你知道这
股票的相关发行价格。
股票发行，一般就是公开向社会募集股本，发行股份，这种价格的高低受市场机制
的影响极大，取决于公司的投资价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
如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价格超过了票面金额，被称为溢价发行，至于高出
票面金额多少，则由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公司协商确定，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核准，这种决定股票发行价格的体制，就是发挥市场作用，由市场决定价格，但
是受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

六、股票发行价格怎么算？股票发行价格从哪儿看？

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多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固定价格方式，即在发行前由主承销商和
发行人根据市盈率法来确定新股发行价格：
新股发行价=每股税后利润×发行市盈率。
二是区间寻价方式，又叫“竞价发行”方式。
即确定新股发行的价格上限和下限，在发行时根据集合竞价的原则，以满足最大成
交量的价格作为确定的发行价。
比如某只新股竞价发行时的上限是10元，下限是6元，发行时认购者可以按照自己
能够接受的价格进行申购，结果是8元可以满足所有申购者最大的成交量，所以8元
就成了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所有高于和等于8元的申购可以认购到新股，而低于8元的申购则不能认购到新股。
这种发行方式，多在增发新股时使用， 新股的发行价主要取决于每股税后利润和
发行市盈率这两个因素，2001年新股发行实施核准制以来，发行市盈率一般在50倍
以上。
股票发行价格一般在股票行情软件上都能查出相关信息出来。
扩展资料：股票发行价格的确立方法：1、市盈率定价法市盈率定价法是指依据注
册会计师审核后的发行人的盈利情况计算发行人的每股收益，然后根据二级市场的
平均市盈率、发行人的行业状况、经营状况和未来的成长情况拟定其市盈率，是新
股发行定价方式的一种。
2、净资产倍率法净资产倍率法又称资产净值法，是指通过资产评估和相关会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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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确定发行公司拟募股资产的每股净资产值，然后根据证券市场的状况将每股净
资产值乘以一定的倍率，以此确定股票发行价格的方法。
以净资产倍率法确定发行股票价格的计算公式是：发行价格=每股净资产值×溢价
倍数。
3、竞价确定方法竞价是指通过市场运营机构(或电力交易中心)组织交易的卖方或
买方参与市场投标，以竞争方式确定交易量及其价格的过程。
在电力市场中，通常用bidder表示买方投标者，用offer表示卖方投标者。
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有三种情况：（1）股票的发行价格就是股票的票面价值；
（2）股票的发行价格以股票在流通市场上的价格为基准来确定；
（3）股票的发行价格在股票面值与市场流通价格之间，通常是对原有股东有偿配
股时采用这种价格。
确定股票发行价格的参考公式如下：股票发行价格=市盈率还原值*40%+股息还原
率*20%+每股净值*20%+预计当年股息与一年期存款利率还原值*20%。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股票发行价

七、如何查看一只股票的发行价 ？

只要到百度里面搜索一下，就有答案了。
一般即将要上市的新股，在各大财经网站里都可以查看到详细信息。
已经上市的新股，可以在行情软件里面查看日K线，从上市当天到现在，每天的价
格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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