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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融资-
请问，上市公司为什么还可以再融资？？-股识吧

一、已经上市融资了，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去质押股票

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一般有两种，增发股票或者发行债券，都挺麻烦的，质押股票
相对快一些，而且有时是股东用钱，不是公司用钱。

二、阿里巴巴那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上市？根本不缺钱啊还要融
那么多钱干嘛？

您好：阿里做到现在不是说赚钱了，上市可以更好的提高知名度！

三、现金流很好的企业还要融资的意义在哪里

这叫杠杆，可以做更大的事。
企业应收账款的数据往往能直接反映企业的生产销售规模、企业效益、财务状况等
等信息，与企业的发展和存亡息息相关。
而近年来，全国各行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使处于债务
链中的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举步维艰，甚至走向破产倒闭。
所以，做好应收账款的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究竟该如何监控应收账款发生以及如何处理企业的不良债权？从法律角度在预防应
收账款风险、合法手段追收账款、取证等方面都需要注意。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很多应收账款，甚至发生欠款纠纷，企业可能因此遭受
损失。
云图供应链金融，深耕供应链金融领域多年，帮助众多中小企业实现供应链融资，
其根据实践经验，将详细分析企业商帐催收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希望能够给企业
做到防患于未然有所帮助。
云图@供应链金融%算是不错的。
关注“云图金融”每天获取供应链金融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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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为什么要融资？

你的问题太宽泛，我只能泛泛而谈。
什么企业需要融资，粗划的话，三大产业（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企业都会有
融资需求，这与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性质、企业资产多寡关系不大；
为什么要融资？融资产生的原因比较多，比如解决短期的资金困难；
比如接到比较大的订单，需要大量采购原料；
比如扩大再生产，进行设备购买及翻新；
比如有其他的投资项目等。
基本上融资的目的要以生产经营为主。

五、公司上市前为什么要融资

上市前先进行融资的原因有3个： 第一、在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人能够提升公司整
体形象，提高上市时股票发行价格和融资效果。
海外战略投资人一般为海外上市公司或是知名风险投资基金，在资本市场上对公众
投资人具有明显的号召力，甚至很多战略投资人还能为公司提供业务上的支持和帮
助。
如交通银行最近在香港上市就先引入了战略投资人汇丰银行，从而获得了较好的融
资效果和后市表现。
第二、在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人能够获得海外重组所需要的外汇资金。
以往的红筹操作都是以原股东设立境外壳公司，境外壳公司再收购国内企业，收购
过程需要外汇资金，战略投资人的资金可做这一用途。
第三、在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人能够获得上市费用。
企业在运营中如果支付大量费用可能会给公司现金流带来压力，如果在海外引入战
略投资人就可在海外直接支付费用，较为简便。

六、已经上市的公司为什么要融资？它融资的目的是什么？请高
手指教。

你的问题太宽泛，我只能泛泛而谈。
什么企业需要融资，粗划的话，三大产业（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企业都会有
融资需求，这与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性质、企业资产多寡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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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融资？融资产生的原因比较多，比如解决短期的资金困难；
比如接到比较大的订单，需要大量采购原料；
比如扩大再生产，进行设备购买及翻新；
比如有其他的投资项目等。
基本上融资的目的要以生产经营为主。

七、现金流很好的企业还要融资的意义在哪里

这叫杠杆，可以做更大的事。
企业应收账款的数据往往能直接反映企业的生产销售规模、企业效益、财务状况等
等信息，与企业的发展和存亡息息相关。
而近年来，全国各行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使处于债务
链中的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举步维艰，甚至走向破产倒闭。
所以，做好应收账款的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究竟该如何监控应收账款发生以及如何处理企业的不良债权？从法律角度在预防应
收账款风险、合法手段追收账款、取证等方面都需要注意。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很多应收账款，甚至发生欠款纠纷，企业可能因此遭受
损失。
云图供应链金融，深耕供应链金融领域多年，帮助众多中小企业实现供应链融资，
其根据实践经验，将详细分析企业商帐催收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希望能够给企业
做到防患于未然有所帮助。
云图@供应链金融%算是不错的。
关注“云图金融”每天获取供应链金融干货。

八、大企业为什么要融资

世界知名大企业，几乎都是通过上市融资，进行资本运作，实现规模的裂变，迅速
跨入大型企业的行列。
产品运营只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
◆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实现上市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家的梦想。
成功上市更突显了企业家的成就，使企业有希望获得跳跃性发展。
美国 500 强企业 95％ 都是上市公司。
◆ 随着企业上市，企业变成了受社会关注的公众上市公司，使企业有了更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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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机遇，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并且由于接受监管当局严格的监管，是公司在
治理方面更加规范。
◆ 企业上市使企业获得了直接融资渠道，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低成
本资金，可以促进企业的更快发展。
企业上市融资的好处。
◆ 很多人误认为缺钱的公司才上市，不缺钱的公司没有必要上市。
其实不然，企业上市后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益处。
◆ 公司股票有一个流通的市场，股东可以自由买卖股票，收回创业投资与回报，
对不满公司的股东或急需资金的股东，上市为公司股东的套现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也为风险资本的退出建立了顺畅的渠道。
从而更容易吸引风险投资者进入。
◆ 为公司和股东创造财富：公司价值通过市场来确定。
上市后，投资大众对公司的估值通常在利润的 5-30 倍。
而私人公司一般由税务部门或投资人的估值通常是利润的 1-2 倍。
上市后，公司价值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 员工股份有了价值，工作更积极：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认购权或配送，对员工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可以吸纳和留住优秀人才，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 增加金融机构对公司的信任，降低融资成本：上市公司的信用度较高，容易获
取信贷，并降低融资成本。
◆ 上市集资带来更多资金：上市公司可以较容易的获得配发新股融资，筹集更多
发展资金。
◆ 增强公司知名度：上市可以使公司形象大为改善、知名度大为提升、信誉与竞
争力增强，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容易获得社会对企业的信任。
◆ 可以用股份收购其它公司：有利于公司用股票而非现金进行收购与兼并，增加
公司与市场合作的机会，使进行资本运营拥有了有利工具。
◆ 上市降低控股权比例，控股股东的减持，可以使原股东向其他投资者转移企业
经营风险。
企业上市的代价 ◆ 由于变成公众公司，上市后就需对股民负责。
◆ 股民对利润和增长率有一定的要求，给管理层带来短期业绩压力。
◆ 增加被收购的可能性。
◆ 需遵守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接受监管。
◆ 法定披露使公司需要公开有关资料，增加企业透明度，并增加各种成本如公关
、律师费用等

九、请问，上市公司为什么还可以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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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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