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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有优先股和可转化债券

优先股是指公司在筹集资本时，给予认购人某种优先条件的股票，也就是优先股股
东先于普通股股东分取股利和公司剩余财产。
多数国家规定优先股可以在公司设立时发行，也可以在公司增发新股时发行。
这个就相当于一种给部分股东的优惠吧，就好像有些餐厅、商场会对会员有一些折
扣或者赠品什么的。
但是我国现在还不允许发行优先股。
给部分股东以优惠，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优先股的原因。
可转换债券被赋予了股票转换权，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可转换是一种兼顾收益和风
险的投资工具。
可转换债券的好处是：当投资者不太清楚发行公司的发展潜力及前景时，可以先投
资于这种债券。
待发行公司经营业绩显著、前景乐观、其股票看涨时，便可以将债券转换为股票，
以获得更多盈利。
总之，可转换债券能够方便不同程度的投资者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项目，同时因为
它的利率比普通债券低，所以也受到发行公司的欢迎。

二、股票可转债的实际意义?

首先，债转股不会一次性，在整个转股期中，股份数只会慢慢的增加，所以短期来
看，对股价的影响不大，但长期会摊薄每股盈利，进而影响股价。
如：当正股市价为90元时，可转债面值325元，这时用原始转股价25元可转正股13
股，这13股的股价还是90元吗?转股后你的成本就是25元，而二级市场的股价是90元
，卖出后每股盈利65元。
当然，最终盈利与否还取决于你取得转债的成本。

三、发行可转债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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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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持有一段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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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原来持有的公司股票是为什么自动转换了公司债券？我看了
一下公司消息面说是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

建议你看清楚公告原文吧，那是按你所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一定比例优先配售公司
将要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这个并不是自动转换的，等到可转换债券发行认购的时候
，在你股票持仓栏里会有相关配售持仓可认购数量的信息，你可以优先认购这些数
量，当然认购是要额外支付相关认购费用的。
一般发行可转债的股票在发行时的股权登记日前后，该股票价格会比较波动，如果
在股权登记日出现抢股现象，股票价格被拉高，且你不打算进行配售的情况，建议
可先卖出股票，等下一个交易出现抢权后的股票价格回落时再考虑买入。

五、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原因

1、筹资成本低；
2、便于筹集资金；
3、有利于稳定股票价格和减少对每股收益的稀释；
4、减少筹资中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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