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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如何处理内部职工股票_内部职工股为什么不同
于公司职工股，现在买公司内部股还值得买吗？-股识吧

一、公司上市前内部员工认购的股权，如果没能上市怎么处理？

1，如上市成功，认购的股票是否以1：1的比例转为上市后的流通股？
上市前认购的股票，在上市后的股数是不变的，但是所占比例会下降。
比如，上市前公司有2亿股，你有100万股；
上市后又融5000万股，那么你还是有100万股，但是占比的分母从2亿增加到了2.5亿
。
2，上市后可以马上抛售吗？如果不能，要等多久？公司法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
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如果不能成功上市，那认购股票的资金能不能收回？需要什么条件？如果不能
上市成功，就按照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股票只能转让，一般来说公司内部人员有
优先权购买。

二、什么是公司职工股 内部职工股

公司职工股 就算员工持股计划按照内部价会低于市场价

三、各位高手,我们公司准备上市,现在有原始股让我们内部人员
购买,求高手指教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是否可行呢?

判断这个问题要三个层次一是公司能不能上市，这是前提。
上市需要很多条件，业绩是重要方面，还要综合判断行业发展、成长性、历史沿革
、财务规范、守法经营等好多问题。
楼主可以比较《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管理办法》去看一下企业有没有什么硬伤。
楼主没有提供净利润数，所以还没法判断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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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净利润在3000万以上，而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那上创业
板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在5000万以上，那可以上中心板。
二是让楼主买的是什么样的股份。
如果是敞开了所有员工都能买，那就算了，因为这样上不了市，超过200人的内部
职工股是不允许的。
通常情况下只会让核心管理层买。
如果已经扩大到中层这个范围了，那就必须要弄清楚是让你直接买要上市的公司的
股份，还是公司的股东公司的股份，也就是直接持股还是间接持股的意思。
间接持股的问题是即使公司上市了，楼主也不能自由套现，因为你手里没有上市公
司的股票，只有你持股的那家上市公司股东公司把股票卖了，你才能分钱。
或者把你的股票转让给其他内部员工，当然就没法按照市价转了，范围也很有限。
三是如果能上市，以何种价格入股比较合理的问题。
没有给净利润数，所以也没法算。
通常情况下是用净利润乘以一个倍数，最多6-10倍吧，得出公司价值，然后再除以
总股本，得出每股价格。
对内部员工来讲，很多都干脆参照每股净资产定价，算是给员工的股权激励了。
但是最近证监会新出台了关于股份支付的规定，通俗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给员工的股
份价格不能太低了，否则在计算上就要扣减公司净利润数。
现在上市其实挺不容易的，通过率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两个比较直观的办法，一是找找最近有没有跟你们公司差不多的企业上市，比较一
下；
二是打听一下给你们做上市的中介机构，尤其是券商是哪家，如果不太有名，那风
险就比较大了。
最后要提醒，买原始股是有风险的，上不了市就基本算打水漂了，最好问问老板有
没有回购协议，如果上不了让他再从你们手里把股权买回去。
由于不知道详细信息，只能抽象的说说了

四、公司上市，内部员工可以认购，有什么好建议没

公司上市，内部员工可以认购，当然借钱也要认购了，君不见每个新股上市后都会
大幅涨价。

五、公司有内部职工股，在公司上市前必须要清理回购内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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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吗？

有内部职工股是不能上市的，所以在上市前要把职工手里的股份都买过来，集中到
少数几个股东手里。
是卖还是不卖看自己决定了，如果觉得公司很有上市的希望，可以想办法要求公司
将内部股转为正式股，这样上市后收益就大了。
如果觉得上市没希望，那就高价卖掉。
在我国进行股份制试点初期，出现了一批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只对法人和公司
内部职工募集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被称为定向募集公司，内部职工作为投资者所
持有的公司发行的股份被称为内部职工股。
1993年，国务院正式发文明确规定停止内部职工股的审批和发行。
公司职工股，是本公司职工在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按发行价格所认购的股份
。
按照《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公司职工股的股本数额不得超过拟向社会公众发行股本总额的10％。
公司职工股在本公司股票上市6个月后、即可安排上市流通。

六、内部职工股为什么不同于公司职工股，现在买公司内部股还
值得买吗？

1.公司职工股：是本公司职工在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时按发行价格所认购的股
份。
按照《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公司职工股的股本数额不得超过拟向社会公众发行股本总额的10％。
公司职工股在本公司股票上市6个月后、即可安排上市流通；
2.内部职工股：在我国进行股份制试点初期，出现了一批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只对法人和公司内部职工募集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血称为定向募集公司，内部职工
作为投资者所持有的公司发行的股份被称为内部职工股。
两者完全不同。
现在公司职工股，如果公司未来业绩预期比较好，或者公司存在上市可能，进一步
做强做大的，还是值得买的。
但是注意近期打着上市的旗号骗钱的一些公司，注意提防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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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请问上市公司的内部职工股怎样オ能上市流通

1、内部职工股的流通转让应满足以下条件条件
首先，内部职工股只能在企业职工内部发行，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
其次，内部职工股的转让是有期限的，即其只能在配售后三年期满才能上市转让。
实践中，非法转让内部职工股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新发行之时，投资
者同企业内部职工商谈以名义认购内部职工股；
另一种形式在未到期之前倒卖内部职工股。
经邦提醒，无论何种形式，投资尚不允许转让的内部职工股都违反法律规定，出现
争议则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会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
在顶名认购内部职工股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同被顶名的职工因为收益问题出现争
议，则会面临无法足额取得投资收益的风险。
购买尚不允许转让的别人倒卖的内部职工股，则会面临无法正常行使股东权利的风
险，因此交易出现争议诉讼法院的话，这种交易关系应当是被确认无效的。
2、相关知识简介 内部职工股，即社员股股票，是指公司向其员工发行的股票，也
称“员工保留股股票”。
在中国，这类股票称为“内部职工股”。
发行这类股票的目的在于将员工的经济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直接挂钩，以激发员
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这类股票可以是将公司利润按股份无偿分配给公司员工，也可以按低于正常股票票
面价值的价格售与员工，还可以利用一部分利润来缴付股票的股款。
1995年10月24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对股票发行中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规定
＂内部职工股获得发行额度的,经审查通过后可随新股一起上市流通；
没有发行额度的,从新股发行之日起,期满三年后方可上市流通。
＂此规定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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