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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权是什么意思-股识吧

一、什么叫股票权

先说说除权你就明白了：一只股票公布了年报要送股或者派红利，那从这一天开始
，这只股票就带了一份权利(就是拿着这个股票就能得到送的红股红利)..到了送股
分红结束的次日就会出现除权，意思就是今天你买这个股票就没有红股红利送了，
之前的权利已经在前一日之后送了...而复权就是因为送股之后短时间内技术指标变
化太快，大家看得不够爽，所以就把复权处理.

二、股票增值权是什么

股票增值权（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简称：SARs）通常与认购权配合使用，其
中股票增值权不须实际购买股票，经理人直接就期末公司股票增值部分(=期末股票
市价-约定价格)得到一笔报酬，经理人可以选择增值的现金或购买公司股票。
此外，由于经理人并未实际购买股票，故可避免“避险行为”的发生。
股票增值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一种权利，如果公司股价上升，激励对象可通
过行权获得相应数量的股价升值收益，激励对象不用为行权付出现金，行权后获得
现金或等值的公司股票。
股票期权实质上是一种选择权，即被授予者享有的在未来规定的若干年内（行权期
）按授予时（授予期）规定的价格（行权价）和数量（额度）自由购买公司股票（
行权）的权利，这个权利被授予者可以使用，也可以放弃。

三、股票权证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具体含义吗?

权证是指在未来特定的期限内，按照特定的协议价买卖股票的选择权证明. 根据买
或卖的不同权利，可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又称为看涨权证和看跌权证。
认购权证持有人有权按约定价格在特定期限内或到期日向发行人买入标的证券，认
沽权证持有人则有权卖出标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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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股票期权是什么意思，有哪些风险

你好，期权属于金融衍生产品，与股票、债券相比，其专业性强、杠杆高，具有一
定的风险。
因此，投资者不仅要了解期权知识，还要对其风险有所熟悉。
股票期权买方的风险有哪些?
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期权的买入开仓后，将成为期权的权利方。
所谓权利方就是指通过向卖方支付一定的费用(权利金)，获得了一种权利，即有权
在期权到期时以约定的价格向期权卖方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数量的标的证券。
当然，期权的权利方也可以选择放弃行使权利。
就期权权利方而言，风险一次性锁定，最大损失是已经付出的权利金，但收益却可
以很大；
对于期权义务方，收益被一次性锁定了，最大收益限于收取的买方权利金，然而其
承担的损失却可能很大。
投资者也许会问，看起来卖出期权似乎有很大的风险，而通过买入期权既赋予了我
权利，又帮我锁定了损失，是否买入期权就没什么风险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例子。
例如，X公司股票价格现在为10元，投资者支付了100元权利金，买入了1张X公司
股票的认购期权(假设合约单位为100)，3个月后有权按10元/股买入100股X公司的股
票；
3个月后的到期日，在X公司的股票价格分别为8元、9元、10元、11元、12元的五种
情景下，比较买入股票和买入期权这两种投资方式的收益情况。
不难看出，由于股票期权的高杠杆性，投资者在拥有了较大的潜在收益的同时，也
承担了较高的市场风险。
标的证券的价格波动会造成期权价格的大幅波动，如果期权到期时为虚值，那么买
方将损失全部的权利金。
对于投资者而言，股票期权的权利方主要面临哪些风险呢?
第一，损失全部权利金的风险。
投资者在成功买入开仓后，无论市场行情如何变化，不需再交纳和追加保证金，远
离爆仓的“噩梦”，最大损失就是买入成交时所支付的权利金，这是权利方的优势
所在。
但是需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如果持有的期权在到期时没有价值的话，你付出的权
利金将全部损失，换句话说，你的损失将是100%，如此“积少成多”下去的风险
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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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期权的权利方不可一直抱着不平仓的心态，必要时需及时平仓止损。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投资者把买期权纯粹当作“赌方向的游戏”，那将面临血本无
归的风险。
第二，时间损耗的风险。
作为期权的权利方，最不利的就是时间价值的损耗。
只要没有到期，期权就有时间价值，对权利方来说就存在有利变化的可能。
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到期日的临近，期权的时间价值减小，权利方持
有的期权价值就相应减小。
也就是说，权利方拥有的权利是有期限的。
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标的证券价格波动未达预期，那么其所持有的头寸将失去价值
。
即使投资者对市场走势判断正确，但是如果在期权到期日后才达到预期，那么投资
者也无法再行使权利了。
尽管在一些教科书里，股票期权的权利方可能被描述为具有“风险有限，收益无限
”的损益特征。
但是在实际投资中，权利方面临的风险并非如想像中的那么小。
因此，投资者持有权利方头寸时，仍要密切关注行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风险揭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
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六、股票里权证是什么意思？

一、权证的意思1、权证是一种股票期权，在港交所叫“涡轮”(warrant)。
权证是持有人在规定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约定价格(行权价)向发行人购买
或出售标的股票，或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差价的有价证券。
2、持有认购权证者，可在规定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向发行人购买标的股票，与
目前流行的可转债有权转换成股票相类似；
而持有认沽权证者的权利是能以约定价格卖出标的股票。
3、权证是由证券发行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发行，约定在规定的期间或者特定到期日
，有权按照约定的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或者卖出标的证券。
权证是向证券发行人或第三方发行人购买或者出售标的证券的一种权利。
这种权利可以执行，也可以放弃。
二、权证的主要种类（1）按买卖方向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
认购权证持有人有权按约定价格在特定期限内或到期日向发行人买入标的证券，认
沽权证持有人则有权卖出标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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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权利行使期限分为欧式权证和美式权证，美式权证的持有人在权证到期日
前的任何交易时间均可行使其权利，欧式权证持有人只可以在权证到期日当日行使
其权利。
（3）按发行人不同可分为股本权证和备兑权证。
股本权证一般是由上市公司发行，备兑权证一般是由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
（4）按权证行使价格是否高于标的证券价格，分为价内权证、价平权证和价外权
证。
（5）按结算方式可分为证券给付结算型权证和现金结算型权证。
权证如果采用证券给付方式进行结算，其标的证券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如采用现金结算方式，则仅按照结算差价进行现金兑付，标的证券所有权不发生转
移。
扩展资料：1、股票期权指买方在交付了期权费后即取得在合约规定的到期日或到
期日以前按协议价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相关股票的权利。
是对员工进行激励的众多方法之一，属于长期激励的范畴。
2、股票期权是上市公司给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在一定期限内以一种事
先约定的价格购买公司普通股的权利。
3、股票期权是一种不同于职工股的崭新激励机制，它能有效地把企业高级人才与
其自身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4、股票期权的行使会增加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是由持有者向公司购买未发行在外的流通股，即是直接从公司购买而非从二级市场
购买。
参考资料：权证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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