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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为什么说上市公司都是骗__上市公司通常怎么搞诈骗
的？-股识吧

一、为何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资不抵债？

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所以他们可以通过抛售股票的方式给
公司带来利益，以此分担公司资不抵债的有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为什么上市公司那样多假的？为什么？

很多都是接壳上市的~

三、你为什么说是骗子公司？

现场拍卖惨无人敌， 现场举牌的始终是固定的几个人。
尽管有部分拍品成交，很多远道而来的人的东西都流拍了。
骗到卖家的前期服务费就完事了，拍卖会根本就没有成交量，就那几个买家都是托
。
上当受骗的朋友尽快留言！！！ 补充： 他们根本就没有拍卖资质：
北京汉唐四季拍卖有限公司公司身份验证作者：未知 来源： 时间：2022-05-03
16：16：02北京汉唐四季拍卖有限公司 回 复 您好，根据您提供的企业名称，在目
前的工商系统中，查询不到该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没有工商注册信息，说明该公司不是合法存在的。
请确认公司名称的正确性

四、原始股是骗局吗

朋友，我只能告诉你：1. 中介推荐的原始股（新三板），99%都是骗人的。
因为企业的原始股不会轻易对外发售，一般针对高管或核心员工、私募等。
2. 如果是海外的原始股，99.9%是骗局，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企业申请境外
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内企业要在海外上市，必须“净资产不少于4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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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且过去一年税后利润在6000万+，所以查这些公司的注册资金或报表就可以
判别。
3. 海外买壳资源上市项目，也99.99%是骗子。
因为国家目前的政策明令禁止境内企业通过购买境外上市公司控股股权方式进行买
壳上市。
所以，原始股（新三板）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好投资的，而且遇到的10有8，9都是骗
子。
有专门做这项投资的机构，比如我们前期会对公司的老板、高管、经营方式及行业
前景至少会调查一年以上的时间并且清楚掌握实质性内部情况把风险降到最低才去
投资。
如果对原始股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随时问我

五、

六、上市公司通常怎么搞诈骗的？

诈骗到不至于。
主要是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权益，主要是广大散户的利益。
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1.大股东占用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大股东把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融资后不把钱投到上市公司的项目上。
这个问题正逐渐暴露，监管层也开始慢慢重视。
2.利用信息不对称侵害小股东权益。
上市公司的实际的经营情况都掌握在公司管理层手上，虽然有信息披露政策，但是
往往不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
3.同股不同权，股权分置。
4.最严重的就是伙同会计师出据虚假财务报告。
例如美国的安然、世通事件，中国A股的银光夏虚假财务报告丑闻。
粉饰包装上市公司，误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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