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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可以划分为什么资产！股票怎么分类?又是怎么会事?-
股识吧

一、一道会计题急求谢谢各位专家！！！！！ 将股份划分为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他们各自对资产总额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都是属于资产的部分，不过交易性金融资产属于
流动性资产的部分，而长期股权投资属于非流动性资产的部分，上述划分不会影响
资产的总额，也不会影响所有者权益。
希望满意，望采纳！有问题继续交流！

二、企业拥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对上市公司没有控制权的
），可以划分为资产形式的有哪些？

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一般以三个月来划分限售时间的长短。

三、股票可以分为几种？

【股票分类】根据股票交易价格的高低，我国投资者还直观地将股票分为一线股、
二线股和三线股。
一线股通常指股票市场上价格较高的一类股票。
这些股票业绩优良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股价领先于其他股票。
大致上，一线股等同于绩优股和蓝筹股。
一些高成长股，如我国证券中场上的一些高科技股，由于投资者对其发展前景充满
憧憬、它们也位于一线股之列。
一线股享有良好的市场声誉，为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投资者所熟知。
二线股是价格中等的股票。
这类股票在市场1：数量最多。
回：线股的业绩参差不齐，但从整体上看，它们的业绩也同股价一体在全体上市公
司中居中游。
三线股指价格低廉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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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大多业绩下好，前景不妙，有的甚至已经到广亏损的境地。
也有少数上市公司，因为发行量太大，或者身处夕阳行业，缺乏高速增长的可能，
难以塑造出好的投资概念来吸引投资者。
这些公司虽然业绩尚可，但股价却徘徊不前。
也被投资者视为了三线股。
16、什么是配股？什么是转配股？ 配股是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依据有
关规定和相应程序，旨在向原股东进一步发行新股、筹集资金的行为。
按照惯例，公司配股时新股的认购权按照原有股权比例在原股东之间分配、即原股
东拥有优先认购权。
转配股是我国股票市场特有的产物。
国家股，法人股的持有者放弃配股权，将配股权有偿转让给其他法人或社会公众，
这些法人或社会公众行使相应的配股权时所认购的新股，就是转配股。
转配股目前不上市流通。
转配股虽然能解决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无力配股的问题。
但它造成国家股和法人股在总股本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的状况，长此以往会丧失控股
权。
同时。
转配股产生了目前不能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影响了投资者认购积极性，带来了股权
结构的混乱。
为克服转配股的局限性，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纷纷以现主或
者以资产折算为现金参加配股。
大大提高厂公司的实力，既保证股权不被稀释。
又鼓舞广社会公众对卜市公司的投资信心。
据统计，截至1997年年底，上海证券市场未流通的转配股总数为16.89亿股，占总股
本的1．59％。
1. 根据上市地区可以分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有A股、B股、H股、N股和S股等
的区分。
这一区分主要依据股票的上市地点和所面对的投资者而定。

四、股票可以分为几种？

【股票分类】根据股票交易价格的高低，我国投资者还直观地将股票分为一线股、
二线股和三线股。
一线股通常指股票市场上价格较高的一类股票。
这些股票业绩优良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股价领先于其他股票。
大致上，一线股等同于绩优股和蓝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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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高成长股，如我国证券中场上的一些高科技股，由于投资者对其发展前景充满
憧憬、它们也位于一线股之列。
一线股享有良好的市场声誉，为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投资者所熟知。
二线股是价格中等的股票。
这类股票在市场1：数量最多。
回：线股的业绩参差不齐，但从整体上看，它们的业绩也同股价一体在全体上市公
司中居中游。
三线股指价格低廉的股票。
这些公司大多业绩下好，前景不妙，有的甚至已经到广亏损的境地。
也有少数上市公司，因为发行量太大，或者身处夕阳行业，缺乏高速增长的可能，
难以塑造出好的投资概念来吸引投资者。
这些公司虽然业绩尚可，但股价却徘徊不前。
也被投资者视为了三线股。
16、什么是配股？什么是转配股？ 配股是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依据有
关规定和相应程序，旨在向原股东进一步发行新股、筹集资金的行为。
按照惯例，公司配股时新股的认购权按照原有股权比例在原股东之间分配、即原股
东拥有优先认购权。
转配股是我国股票市场特有的产物。
国家股，法人股的持有者放弃配股权，将配股权有偿转让给其他法人或社会公众，
这些法人或社会公众行使相应的配股权时所认购的新股，就是转配股。
转配股目前不上市流通。
转配股虽然能解决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无力配股的问题。
但它造成国家股和法人股在总股本中的比重逐渐降低的状况，长此以往会丧失控股
权。
同时。
转配股产生了目前不能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影响了投资者认购积极性，带来了股权
结构的混乱。
为克服转配股的局限性，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纷纷以现主或
者以资产折算为现金参加配股。
大大提高厂公司的实力，既保证股权不被稀释。
又鼓舞广社会公众对卜市公司的投资信心。
据统计，截至1997年年底，上海证券市场未流通的转配股总数为16.89亿股，占总股
本的1．59％。
1. 根据上市地区可以分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有A股、B股、H股、N股和S股等
的区分。
这一区分主要依据股票的上市地点和所面对的投资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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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的分类标准有哪些？

股票的分类，分为以下7大类，每大类归为多个小类。
一、按上市地点分为A股、B股、H股、S股、N股。
A股：指境内的公司发行，供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不含台、港、澳投资者)以人
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B股：指那些在中国大陆注册、在中国大陆上市的特种股票。
H股：指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S股：指那生产或者经营在中国大陆，注册地在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
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挂牌的企业股票。
N股：在中国大陆注册、在纽约上市的外资股票。
二、按板块分为行业、概念、地区。
行业：根据行业大类分，如煤炭、纺织、医药等；
概念：根据权重、热点、特色题材划分的，如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
地区：根据身份直辖市区域划分的。
如湖北板块、广东板块等。
三、按股票在持有者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三种。
国家股：是指以国有资产向有限公司投资形成的股权。
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或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可支配的
资产，向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流通股权部分投资所形成的股份。
个人股：是指公民个人以自己的合法财产投资于股份制企业的股份。
四、按股东的权利可分为普通股、优先股及两者的混合等多种。
普通股：是随着企业利润变动而变动的一种股份，是股份公司资本构成中最普通、
最基本的股份，是股份企业资金的基础部分。
优先股：指在利润分红及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方面，优先于普通股。
混合股：指在股息分配方面优先和在剩余财产分配方面劣后的两种权利混合起来的
股票。
五、股票按票面形式可分为有面额、无面额及有记名、无记名四种。
有面额：指在股票票面上记载一定金额的股票。
无面额：指在股票票面上没有记载金额的股票。
有记名：指在股票票面和股份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记载股东姓名的股票。
无记名：与有记名相对应。
六、按享受投票权益可分为单权、多权及无权三种。
单权股：指每张股票仅有一份表决权的股票称单权股票。
多权股：与单权股相对应。
无权股：即无表决权股股票，指根据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股份有限公司的经
营管理事务不享有表决权的股票。
七、其他，如红筹股、蓝筹股、ST股、中概股、成长股等按性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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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怎么分类?又是怎么会事?

查看公司主要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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