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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什么大的公司企业要成为
上市公司？-股识吧

一、一个公司为什么要上市?

上市后发股票，你买他股票他就有钱了，有钱了就用这些钱来发展自己的业务，壮
大后，公司业绩发展，股价也就随之上升，然后你在卖掉股票，你就赚了，通俗易
懂！

二、一个企业为啥要上市？目的是什么，对一个企业有什么好处
？

简单的说就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卖给大众，大众用钱来购买。
这样，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的资金。
而且，这些资金不是借的，而是作为股本（上市前的实收资本）存在，不用归还。
企业要做的，就是用筹集到的钱去创造利润，再用利润的一部分分红（因为大众有
了一部分企业所有权，有权分享利润）。
大众失去的是一次投入的买股票的钱，得到的是买卖股票的有风险的差额和固定的
分红。

三、公司为什么要上市

原发布者：李天文关于企业上市优势分析一、企业上市指的是什么？企业上市是指
股份有限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后并公开上市交易。
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股份制企业。
股份制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
和要求。
相对于家族企业，合伙企业等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的优势十分明显：它
可以通过股权的多元化，有效地分散了集中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风险，通过把分散资
本积聚成巨额资本，这很好的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而优秀的企业若能发行上市，就能更好的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股票的自由买
卖，实现资本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能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行业的巨头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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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企业为什么要上市：二、企业为什么要上市1.企业上市
过程可以获得扩展业务的巨额资金我们知道企业上市属于股权融资，是直接融资行
为，相对与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相比，它具有明显的优势。
以往，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内实行公有制经济，银行属国有部门归市长管理，当大
的国企需要资金时就向银行贷款计划调控，贷款相对来说较为容易。
而经济转型后，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银行也实行股份制改革，逐步走向市场化，银
行同业3.2.企业上市后，财务状况要公开，透明度也提升。
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3

四、企业为什么要上市?

企业上市属于股权融资、直接融资，与向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相比，具有明显
的优势：上市融入的资金具有永久性，无需归还，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免受国家收缩银根等金融政策的影响；
募集资金数量大、速度快。
如果企业以20倍市盈率发行股票，意味着需要用20年时间积累的资金可以通过上市
一次性募集到位；
企业上市后就获得了在资本市场持续融资的通道，可以通过配股、增发、发行可转
债等方式多次融资。
丝绸股份通过新股上市和发行二次可转债共募集资金14．4亿元；
上市融入的资金可以作为其它融资方式的基础，提高企业举债能力；
企业上市还有助于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管理优势和制度优
势；
上市还可以提升企业形象，提高公信力和知名度，获得更多发展契机。
1、提供企业股份的流动性，使股东的股份可以买卖和套现2、有助企业规范结构和
管理3、使企业能更快，更容易集资和融资4、有利于企业兼并，资产重组和收购5
、提高企业公众形象及对客户的信誉6、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7、便于企业向员
工发行福利股票，使员工的积极性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8、使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五、公司为什么要上市

原发布者：李天文关于企业上市优势分析一、企业上市指的是什么？企业上市是指
股份有限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后并公开上市交易。
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股份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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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
和要求。
相对于家族企业，合伙企业等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的优势十分明显：它
可以通过股权的多元化，有效地分散了集中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风险，通过把分散资
本积聚成巨额资本，这很好的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而优秀的企业若能发行上市，就能更好的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股票的自由买
卖，实现资本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能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行业的巨头和旗
帜。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企业为什么要上市：二、企业为什么要上市1.企业上市
过程可以获得扩展业务的巨额资金我们知道企业上市属于股权融资，是直接融资行
为，相对与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相比，它具有明显的优势。
以往，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内实行公有制经济，银行属国有部门归市长管理，当大
的国企需要资金时就向银行贷款计划调控，贷款相对来说较为容易。
而经济转型后，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银行也实行股份制改革，逐步走向市场化，银
行同业3.2.企业上市后，财务状况要公开，透明度也提升。
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3

六、为什么大的公司企业要成为上市公司？

简单点说就是上市后可以发行股票，你买他股票他就有钱了，有钱了就用这些钱来
发展自己的业务，壮大后，公司业绩发展，股价也就随之上升，然后你在卖掉股票
，你就赚了，通俗易懂！往复杂了说，给你参考一下：企业上市，能广泛吸收社会
资金，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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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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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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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