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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股票价格怎么来的：股票的价格是怎么决定的？-
股识吧

一、股票的价格是怎么决定的？

股票价格的涨跌，长期来说是由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利润决定的，而短期是由供
求关系决定的，而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则包括人们对该公司的盈利预期、大户的人
为炒作、市场资金的多少、政策性因素等。
一般情况下，股票涨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股票的供求关系。
在股票市场上，当股票供不应求时，其股票价格就可能上涨到价值以上；
而当股票供过于求时，其股票价格就会下降到价值以下。
同时，价格的变化会反过来调整和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得价格不断围绕着价值
上下波动。
温馨提示：以上解释仅供参考，不作任何建议。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您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应确保自己完全明白该产品的投资性质和所涉及的风险，详
细了解和谨慎评估产品后，再自身判断是否参与交易。
应答时间：2022-01-04，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s：//b.pingan*.cn/paim/iknow/index.html

二、股票发行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是股票发行计划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它关系到发行人与
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及股票上市后的表现。
若发行价过低，将难以满足发行人的筹资需求，甚至会损害原有股东的利益；
而发行价太高，又将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增大承销机构的发行风险和发行难度，抑
制投资者的认购热情。
并会影响股票上市后的市场表现。
因此发行公司及承销商必须对公司的利润及其增长率、行业因素、二级市场的股价
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然后确定合理的发行价格。
从各国股票发行市场的经验看，股票发行定价最常用的方式有累积订单方式、固定
价格方式以及累积订单和固定价格相结合的方式。
累积订单方式是美国证券市场经常采用的方式。
其一般做法是，承销团先与发行人商定一个定价区间，再通过市场促销征集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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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位上的需求量。
在分析需求数量后，由主承销商与发行人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固定价格方式是英国、日本、香港等证券市场通常采用的方式。
基本做法是承销商与发行人在公开发行前商定一个固定的价格、然后根据此价格进
行公开发售。
累积订单和固定价格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适用于国际筹资，一般是在进行国际推荐的
同时，在主要发行地进行公开募集，投资者的认购价格为推荐价格区间的上限，待
国际推荐结束、最终价格确定之后，再将多余的认购款退还给投资者。
目前，我国的股票发行定价属于固定价格方式，即在发行前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根
据市盈率法来确定新股发行价。
新股发行价=每股税后利润*发行市盈率，因此目前我国新股的发行价主要取决于每
股税后利润和发行市盈率这两个因素：
(1)每股税后利润，每股税后利润是衡量公司业绩和股票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 每
股税后利润=发行当年预测利润/发行当年加价平均股本数=发行当年预测利润/(发
行前总股本数+本次公开发行股本数*(12-发行月份)/12) (2)发行市盈率。
市盈率是股票市场价格与每股税后利润的比率，它也是确定发行价格的重要因素。
发行公司在确定市盈率时，应考虑所属行业的发展前景、同行业公司在股市上的表
现以及近期二级市场的规模供求关系和总体走势等因素，以利于一、二级市场之间
的有效衔接和平衡发展。
目前，我国股票的发行市盈率一般在13至15倍之间。
总的来说，经营业绩好、行业前景佳、发展潜力大的公司，其每股税后利润多，发
行市盈率高，发行价格也高，从而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反之，则发行价格低，募集资金少。

三、A股的开盘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通过集合竞价确定开盘价 在股票交易中股票是根据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的原则成
交的，那么，每天早晨交易所刚上班时，谁是那个“价格优先者”呢？其实，早晨
交易所的计算机主机撮合的方法和平时不同，平时叫连续竞价，而早晨叫集合竞价
。
每天早晨从9：15分到9：25分是集合竞价时间。
所谓集合竞价就是在当天还没有成交价的时候，你可根据前一天的收盘价和对当日
股市的预测来输入股票价格，而在这段时间里输入计算机主机的所有价格都是平等
的，不需要按照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的原则交易，而是按最大成交量的原则来定出
股票的价位，这个价位就被称为集合竞价的价位，而这个过程被称为集合竞价。
直到9：25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证券公司的大盘上各种股票集合竞价的成交价格

                                                  页面 2 / 4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和数量。
有时某种股票因买入人给出的价格低于卖出人给出的价格而不能成交，那么，9：2
5分后大盘上该股票的成交价一栏就是空的。
当然，有时有的公司因为要发布消息或召开股东大会而停止交易一段时间，那么集
合竞价时该公司股票的成交价一栏也是空的。
因为集合竞价是按最大成交量来成交的，所以对于普通股民来说，在集合竞价时间
，只要打入的股票价格高于实际的成交价格就可以成交了。
所以，通常可以把价格打得高一些，也并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普通股民买入股票的数量不会很大，不会影响到该股票集合竞价的价格，只不
过此时你的资金卡上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
从9：30分开始，就是连续竞价了。
一切便又按照常规开始了。

四、股票是怎么来的?

股票是股份证书的简称，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股东作为持股凭证并借以
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
每股股票都代表股东对企业拥有一个基本单位的所有权。
股票是股份公司资本的构成部分，可以转让、买卖或作价抵押，是资金市场的主要
长期信用工具。

五、股票的价格是谁发布的，

价格不是由交易所定的，就像商品一样，是由买卖双方共同作用形成的.交易所只
是提供这样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我们可以买卖交易股票.而价格，怎么说呢，从
开始公司IPO说吧，这也能解决你第2个问题.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为了筹集资
金，这时会根据很多循价方法，比如目前同行业的股票价格，以及公司的自身情况
定出价格，这个过程要有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及公司本身一起来完成.比如发行2000
万股，每股10元，这些股票卖给投资者，公司拿到2亿(不考虑承销费用及其他费用
).这个过程是一级市场，又叫初级市场或发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花钱买股
票，公司卖股票，是我们跟公司做生意，价格固定，就是10元.现在公司已经拿到
钱了，往后没有公司的事了. 后来该公司上市了，比方现在我买到了该公司的股票
，但是，因为公司发行的股票数量是一定的，全国那么多人，肯定有没买到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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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买只能找那些买到了股票的人，比如我手里有股票，A想买，B也想买，C也想
买，我出价30块卖，爱买不买，A出31，B出32，C出33......这时价格会上涨，这就
像拍卖一样，卖的人少，买的人多，自然就推动价格上涨，而这个价格正是买卖双
方都认同的价格才能成交，双方出的价格互相都能接受才能成交，这个和商品交易
是一个道理.反之价格跌了也是一样.从交易行情软件可以看到右上边的买卖单，有5
个卖单和5个买单，这些就是出价并等待成交的，而没成交一是因为先来后到，但
最重要的是没有接受这个价格的.(即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另外，交易所为了规
范人们的交易，所以有一套完整的交易规则，我说的有点太简单了) 而在这个过程
中，交易的双方是投资者和投资者，跟公司没有半点关系，这个叫做二级市场，也
叫次级市场或流通市场. 建议可以看一下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书籍，或者上网看，不
过网上的基本都是从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书籍上搬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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