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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上市公司的老板很有钱公司一上市为什么会产
生那么多富翁-股识吧

一、企业上市为什么能造就一批富翁？

你要明白现实的一个道理：“现在的社会，越有钱的人就越有钱；
越有钱的企业，该企业就越有钱；
”该企业想要上市，此企业本身就有符合上市的条件，包括钱。
该企业上市，说白了，他就是让企业变成了一个工具，Save money
（存钱罐、省钱罐、捐钱箱）。
打个通俗比方：李连杰在08汶川地震时搞个红十字基金会，这个你知道吧？！其实
我也想搞，我为什么搞不起来，没有实力，我本身就不符合搞红十字基金会的条件
，李连杰为什么可以，因为他符合这些条件，人家有实力，有钱，有资产，有名气
，有品牌。
李连杰 就相当于 某家上市的企业。
红十字基金会 就相当于 企业上市而我们加入十字基金会捐钱给汶川 就相当于
买该上市企业的股票。
捐钱给汶川的那份荣誉 就相当于 我买该上市企业的股票我赚了多少元。
加入捐款人的越多 李连杰 就越赚钱。
没该上市企业的股票的人越多，该企业就越赚钱。
这就符合了上面的道理：“现在的社会，越有钱的人就越有钱；
越有钱的企业，该企业就越有钱；
”本身就有实力的人拿着工具去乞讨，你想想他能不有钱嘛。
本身有实力的人不拿工具去乞讨，他都有钱了，现在又拿个工具去乞讨，乞讨下来
的钱，不都是他赚的。
股票出售。
市价上涨，必然使原有资本在现有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1333332636365水平上
浮动。
中间的浮动差价就造就了一批富翁

二、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公司一上市该公司的身价就会暴涨”？
？？

因为一般情况下所拥有股权的都是他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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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为什么发行股票，靠什么赚钱？我实在不明白

融资 做实业择机套现，A股目前溢价比较高，尤其比H股高很多。
卖出后就是广大的投资者接盘

四、为什么，买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司赚钱一元持股人全部赚一
元，资产是怎么放大的？将详细点。

一个公司未上市前，假设资本为10亿，，如果上市发行股票100亿，，那么都被认
购进入股市之后，公司的资本就是110亿了，，只有原始股才能获利很丰厚。
股市的股票不可能想你说的那样，当公司业绩上升或者要分红的时候，持股者可以
获利一部分。
想做股市更多的是投机而不是投资

五、上市后为什么股东身价会涨

因为原始股每股的价格大多是以1元计的，就算原来按净资产计算的，一旦上市后
股价肯定是要超过净资产的，那股东的财产当然就涨了。
下跌的时候也有损失的啊，你没看股市大跌的时候，就会看到比如李嘉诚一天身价
缩水多少多少亿的报道啊。

六、上市后为什么股东身价会涨

因为原始股每股的价格大多是以1元计的，就算原来按净资产计算的，一旦上市后
股价肯定是要超过净资产的，那股东的财产当然就涨了。
下跌的时候也有损失的啊，你没看股市大跌的时候，就会看到比如李嘉诚一天身价
缩水多少多少亿的报道啊。

七、为何很多公司老总一上市就身价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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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问题提的太专业了，不知道你是否对金融知识有所了解，我只能用尽量通俗
的说法试着回答一下。
你的意思可能是说：一家只值100元的企业，为什么一到证券市场上就能值200元、
300元甚至500元，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原来资产只值100元，企业一上市，资产一下
子就值200元、300元甚至500元了。
首先，要了解股票的价格到底是代表什么。
股票的价格代表着一个公司在他的存续期创造的价值的总和。
所以股票的价格一般情况下都比净资产高的多。
假设你投资100元建立一家企业，这个企业只有这一股，这一股的净资产就是100元
。
假如每年赚10元。
这家企业如果卖掉的话你肯定不愿意只卖100元吧？别人买你的企业不光买走了100
元的净资产，还买走了将来很多年的盈利。
假设社会的国债利率为5%，这个利率是没有风险的。
所以你在计算卖价时一定会考虑这个5%的利率。
所以你的卖价最高就是用10元除以5%，得到200元的价格。
超过这个价格，没有人会买你的企业，因为超过200元别人不如去买国债了，一点
风险没有，还不用费心的搞经营。
紧接着你可能会问，在股市上，值100元的企业不是有人出到1000元的价格来买吗
？这不远远超过200元了吗？原因很多。
主要有：第一，一家企业不可能每年只赚10元，有可能第一年赚10元，第二年赚15
元，第三年赚20元，盈利能力越来越强。
这种盈利预期会使投资者出更高的价格来买。
第二，股市存在激烈的投机活动。
很多股民根本不看公司的盈利能力，只要看到价格在上涨就跟着盲目的买进，导致
价格脱离公司的基本面，涨的让人都不敢相信。
2005年到2007年疯狂的牛市你肯定看过了吧？是不是很疯狂。
紧接着，你可能会问：在现实生活中的买企业为什么仅仅比净资产高一点呢？不象
股市上价格如此夸张。
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企业进行买卖需要经过很多手续。
例如：要经过审计机构的资产评估、法律机构的认定等等，这些手续要花费很多钱
，所以交易起来很不便利。
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买企业的人都是搞具体的企业经营的人，都是专家，对企业的
具体状况都很熟悉。
他一旦买下这家企业，就要承担巨大的经营风险。
所以他在买企业的时候往往很理性，很务实。
他们的最高出价就是前面所说的，最高价仅仅是200元，比100元只多了100。
而股市买卖起来很便利；
股民和基金是不参与经营的，对企业具体状况了解的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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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投机因素推波助澜，所以股市的价格大多数要高于现实生活中企业买卖的价
格。
这就是为什么老总的公司一上市，原来只值100元的资产一下子就值500元甚至1000
元，身价跟着暴涨的原因。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在这么短的文字里很难解释清楚。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了。
不当之处，请指正。

八、一个公司上市之后为什么员工成为百万富翁，通俗讲来，谢
谢

有个别非上市公司本来就利用股份制激励公司员工，所以他们都拥有公司的原始股
，通常都很便宜。
而以上市为目标的公司，从计划书里面确立了公司上市发行的股数及上市价格，例
如发行5000万股（算是发行量不大了，一般重要员工有5W股也不算多），发行价
为20元。
那么股价上市首日（股价通常比发行价高）为30元。
理论上公司员工至少也拥有150W资产了，但实际上，上市公司发行不足一年，原
始股东及增配股股东是不能卖出的，所以要一年后才能卖出套现。
如果一年后股价变为40元（牛市并且为进行分红配股，如有分红配股，员工拥有的
价值就越高）；
或者一年后股价变为10元（熊市，未经配送股），员工的实际财富就有浮动。
（如果是老板的参股人占于的股票数会较高，而一般员工要自行购买并限定数量）

九、公司一上市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富翁

上市造富的过程是个资本游戏，评价股东的资产是按照持有市值（=股价*持股数量
）评价的，而不是按实际资产（即企业净资产）。
现在因为国内追新股太热门，新股很难破发（跌破发行价），往往上涨超过50%，
纸面资产大幅增长。
一年或者三年解禁期一到，先套点现金比较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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