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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为什么成立基金，有了基金管理公司为什么还要
基金公司？他们有什么异同？基金公司能做而基金管理公
司不能做的是什么？-股识吧

一、有了基金管理公司为什么还要基金公司？他们有什么异同？
基金公司能做而基金管理公司不能做的是什么？

公司型基金的主体是基金公司，是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本并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股份
有限公司。
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公司的股票以后成为公司的股东，公司董事会是基金公司的最高
权力机构。
基金公司的发起人一般是投资银行、投资咨询公司、经纪商行或保险公司。
基金公司一般委托外部的基金管理人来管理基金资产，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托管基金
资产。
证券投资基金的依法募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
担任基金管理人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我们常说的易方达、华夏、博时、南方等基金公司实际本身就指的是基金管理公司
。

二、为什么要发行基金?

为什么要发行基金？很多人都有一定数量的积蓄，如何管理好这些积蓄，让这些积
蓄第一保值、第二增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目前社会上的投资方式主要有以下这些种类：银行存款、债券、股票。
这三个投资品种的风险是递增的，收益也是递增的。
而基金，其品种设计的特征是风险与收益都介于债券与股票之间。
这样，投资人在选择投资品种的时候，就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品种。
投资于基金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价差收益、红利。
关于红利的分配，相关法规的具体规定是，“基金收益分配应当采用现金形式，每
年至少一次。
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
而投资人在取得收益的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要现金，或者将委托基金公司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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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三、上市公司成立并购基金是利好吗

一般是利好消息，可能为下一步的并购工作做准备。

四、上市公司为什么要设立公积金？公积金转增股本对公司有什
么好处？谢谢！

公积金分为法定公积（即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不仅仅是上市公司，所有的公司
都存在。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法
定公积金，直至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
以不再提取。
法定公积金可以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也可以转增注册资本。
资本公积主要为公司股东溢价认购股份的部分产生，极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是财政部
规定的其他情况产生，资本公积不可以用于弥补亏损，可以用于转增注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票可以在股东不另行缴纳出资的情况下扩大公司股本规模。
当然，用法定公积金转增股本时，自然人股东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则不需要。

五、为什么信托公司要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
信托业对于基金公司子公司的更大的警惕在于基金公司业务圈地将从价格战和监管
套利开始。
信托公司垄断的“通道类”业务。
指的是信托公司没有主动、系统地进行项目开发、产品设计、交易结构安排和风险
控制措施，回报率低，但是对管理规模的提升作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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