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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股利为什么不影响控制权~“股利无关论的两个观点
： 1、投资者并不关心公司的股利的分配 若公司留存较-
股识吧

一、工商银行为什么不使用股票股利

首先，先说明股利是怎么来的。
公司赚到钱，里面有净利润的存在。
例如公司今年的净利润是1000W，然后配息率是30%，那么1000W里面就有300W是
当股利分配给股东，也就是手上有股票的人，而剩下的700W就作为留存收益，用
于公司再投资。
那么回答LZ的问题。
1，工商银行配息率大概32%左右，那么已经有68%左右的净利润留给自己发展用了
，所以不需要使用股利。
2，如果朝阳行业，分红会很低或者没有分红，因为公司要以发展为主。
但是像工商银行的大笨象。
配息率高是一定的，毕竟它规模很大了，就算不配发股息，全部也留着也未必发展
很快。
所以配发股息给股东是做为一个上市公司应该做的，如果你想买铁公鸡银行也有，
例如深发展。
它就几乎不发钱给我们股东的铁公鸡，优点就富了自己，缺点就穷了股东。
3，如上面所说，不会使用的，因为那是公司自动愿意分给我们的。
如果全部当留存收益不派息，那么就富了银行，穷了股东。
毕竟中国的银行都是筹资为主，还不派钱给我们，那么它们赚多少，圈多少钱也不
关我们事，反正我们有点大脑的人都不会买。
最后打字辛苦，记得采纳给分，谢谢。

二、权益法核算下发放股利的问题

在权益法下发放股利，借：应收股利，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是保持投资与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的一致。
企业对外投资，目的是在被投资单位取得效益，与自身效益是脱离的，不存在越多
发股利就越不利的情况。
被投资企业分红，投资单位可以收回现金，也说明投资产生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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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

三、《企业理财学》简述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有哪些

制定股利政策应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 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股利
政策的各种影响因素，从保护股东、公司本身和债权人的利益出发，才能使公司的
收益分配合理化。
（一）各种限制条件 一是法律法规限制。
为维护有关各方的利益，各国的法律法规对公司的利润分配顺序、留存盈利、资本
的充足性、债务偿付、现金积累等方面都有规范，股利政策必须符合这些法律规范
。
二是契约限制。
公司在借入长期债务时，债务合同对公司发放现金股利通常都有一定的限制，股利
政策必须满足这类契约的限制。
三是现金充裕性限制。
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必须有足够的现金，能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现金的需求。
否则，则其发放现金股利的数额必然受到限制。
（二）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的发展具有周期性，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同样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比如，我国上市公司在形式上表现为由前几年的大比例送配股，到近年来现金股利
的逐年增加。
（三）通货膨胀 当发生通货膨胀时，折旧储备的资金往往不能满足重置资产的需
要，公司为了维持其原有生产能力，需要从留存利润中予以补足，可能导致股利支
付水平的下降。
（四）市场的成熟程度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中，现金股利
是最重要的一种股利形式，股票股利则呈下降趋势。
我国因尚系新兴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市场相比，股票股利成为一种重要的股利形
式。
（五）投资机会 公司股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要受到投资机会的制约。
一般来说若公司的投资机会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往往会采取低股利、高留存利
润的政策；
反之，若投资机会少，资金需求量小，就可能采取高股利政策。
另外，受公司投资项目加快或延缓的可能性大小影响，如果这种可能性较大，股利
政策就有较大的灵活性。
比如有的企业有意多派发股利来影响股价的上涨，使已经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尽早实
现转换，达到调整资本结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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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偿债能力 大量的现金股利的支出必然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
公司在确定股利分配数量时，一定要考虑现金股利分配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保
证在现金股利分配后，公司仍能保持较强的偿债能力，以维护公司的信誉和借贷能
力。
（七）变现能力 如果一个公司的资产有较强的变现能力，现金的来源较充裕，其
支付现金股利的能力就强。
而高速成长中的、盈利性较好的企业，如其大部资金投在固定资产和永久性营运资
金上，他们通常不愿意支付较多的现金股利而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八）资本成本 公司在确定股利政策时，应全面考虑各条筹资渠道资金来源的数
量大小和成本高低，使股利政策与公司合理的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相适应。
（九）投资者结构或股东对股利分配的态度 公司每个投资者投资目的和对公司股
利分配的态度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公司的永久性股东，关注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不
大注重现期收益，他们希望公司暂时少分股利以进一步增强公司长期发展能力；
有的股东投资目的在于获取高额股利，十分偏爱定期支付高股息的政策；
而另一部分投资者偏爱投机，投资目的在于短期持股期间股价大幅度波动，通过炒
股获取价差。
股利政策必须兼顾这三类投资者对股利的不同态度，以平衡公司和各类股东的关系
。
如偏重现期收益的股东比重较大，公司就需用多发放股利方法缓解股东和管理当局
的矛盾。
另外，各因素起作用的程度对不同的投资者是不同的，公司在确定自己的股利政策
时，还应考虑股东的特点。
公司确定股利政策要考虑许多因素，由于这些因素不可能完全用定量方法来测定，
因此决定股利政策主要依靠定性判断。

四、现金股利很少对中小股东的影响

中国A股上市公司向来不注重现金红利的分配，采取送股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更受
投资者的欢迎，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多与少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只要
公司有好的投资项目，将利润用于扩大生产，继续给股东创造价值不分红是好事，
如果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就应该将利润分配股股东让股东可将其用于别的投资.

五、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联系和区别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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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何区：股票股利是上市公司直接从当年利润拿出一部分分给投
资者；
股票分割又称股票拆细，即将一张较大面值的股票拆成几张较小面值的股票。
股票分割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一般只会使发行在外的股票总数增
加，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各账户(股本、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的余额都保持不变
，股东权益的总额也保持不变。
股票分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是现实的利益，但是投资者持有的股票数增加了，给投
资者带来了今后可多分股息和更高收益的希望，因此股票分割往往比股利派发对股
价上涨的刺激作用更大。
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联系：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得到了一笔无息的贷款，企业的周
转资金也就多了，现金就没有流出去，流动资金就多了，企业就可以更好地开展更
多的业务了。
而带来的利润就可想而知了，就不用我多说了嘛对股东来说如果以后股价回升至未
送股前即填权就能获利，反之则没得利

六、股票股利对投资者有价值吗？为什么有？或者没有？

有价值的1.分红传递的就是一种积极有益的信号，可以带动投资者股票总价上涨，
给投资者带来资本利得2.分红后，股票价格会降低，增加流动性，对投资者来说降
低了一定的风险

七、为什么在完善资本市场条件下，股利政策与股价无关

因为股票的价格都是由前推动的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 价值投资是生存不下去的

八、“股利无关论的两个观点：
1、投资者并不关心公司的股利的分配 若公司留存较

第一条指出的是投资者不在意分配多少股利，即使分配了股利，投资者也会继续用
分得的股利购买该公司股票。
——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第二条指出的是投资者购买公司股票目的单纯是因为看好
公司的投资项目，认为该公司的获利能力较强。
——投资者投资的目的不是“炒股”，是在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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