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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上市公司的高现金流陷阱，如何识别高送转是馅饼
还是陷阱?-股识吧

一、财务报表如何识别盈利预测中的陷阱

投资者只有识别该类“陷阱”才能准确预测盈利。
以成本和费用为例，与成本和费用有关的财务“陷阱”就有如下几种：
1、不同成本费用项目之间的分类变化。
虽然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对成本以及各项费用有较为明确划分，但有些项目的归类仍
有一定的弹性。
比如销售折扣，有的上市公司将其单列为一项目，而有的上市公司将其归入销售费
用，作为给分销或零售商的销售佣金。
该种归类的变化会导致费用比率的非经常性的波动。
此外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间，也有一些归类上的差异，如对销售办事处的租金
及折旧支出，有的上市公司将其归入管理费用，有的将其归入销售费用。
如果上市公司的归类发生变化，则费用比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广告费用与商标使用费。
对于拥有自有品牌的上市公司而言，其广告费用的政策变化主要是：将广告费用视
为收益性支出计入当期销售费用或是将广告费用支出视为资本性支出分期摊销。
该类政策的变化对广告费用支出较大的消费品类公司影响很大。
对于使用控股股东品牌的上市公司而言，一种情况是控股股东支付当期广告费用，
而上市公司按该品牌产品的销售额提取一定比率支付给控股股东作为商标使用费；
另一种情况是上市公司除支付商标使用费外，还支付当期广告费用。
前一种情况高估了当期利润，后一种情况则是低估了当期利润。
3、利息费用。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以及非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一般而言，上市
公司可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资金较为充裕，因此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况较为普遍。
对于占用的资金，有的上市公司不收取资金占用费，对于收取资金占用费的上市公
司，其收取的费用比率又有区别。
如果上市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资金占用费用巨大，则收取的利息费用对当期利润影
响巨大。
此外利息费用的资本化也常被用来作为降低费用和提高利润的手段。
识别上市公司设置的财务“陷阱”，主要得留意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在作上市公司分析时，要了解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情况以及公司所属子公司的情况，
了解控股股东的控股比率，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的重要性，控股股东所拥有的其他
资产以及控股股东的财务状况等。

                                                  页面 1 / 5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对于子公司，要了解上市公司持有的股权比率，子公司销售与母公司以及各子公司
之间的相关性，子公司销售额和盈利对母公司的贡献度以及各子公司的所得税率和
执行优惠税率的阶段。
在了解了有关的关联方之外，还需对关联方之间的各类交易作详细的了解和深入分
析。
特别对其中交易量大，交易所产生收益大的交易行为，以及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
支付手段予以特别关注。

二、如何识别高送转是馅饼还是陷阱?

很多投资者也都意识到高送转股中容易出黑马。
但随着这种投资盈利模式的普及，近年来主力的操作手法明显改变，经常是先提前
炒作到位，等公布高送转消息时出货。
因此，不是每个有高送转方案的股票都有投资机会。
投资者在买进高送转股时应注意以下要点：
对于前期已经有可观涨幅的，公布大比例送转消息时，要敬而远之。
这类个股在方案公布后，容易迅速转入短期调整。
而且涨幅大也说明这类个股存在较大的主力出逃可能性。
相反除权前涨幅不大的个股，由于离主力建仓成本接近，后市填权可能性较大。
有的投资者认为股东人数的急剧减少，意味着高送转个股的机会更大，但实际结果
并非如此，越是股东人数急剧减少，越是暗藏风险，因为这往往表明主力资金早已
进驻其中。
一旦推出高送转题材，主力资金往往会乘机出逃。
相反，有些主力资金介入不深的股票，在公布高送转题材后，股价常常会出现急速
拉升。
因此，后一种股票更加适合投资买进。
此外，上市公司高送转后是否还有后续题材以及后续题材是否能及时跟进，都将直
接影响到高送转后是否能填权。
当然，大盘运行趋势也直接影响到送转股除权后的走势。
当大盘处于牛市中，股价常常会填权，而大盘处于调整市中，股价贴权的概率很大
。
投资这类个股，还有几个方面要注意： 1、除权前做横向比较 即在高送转股除权前
先按除权后的价值进行横向比较，具体分为投机价值比较和投资价值比较。
2、股价的定位 定位要从长远着手，从除权后的价格分析，如果一只个股除权后仍
属于中高价股，投资者要注意定位偏高的风险；
如果除权后进入低价股范围，同时业绩没有被严重稀释，则可积极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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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本身的业绩水平 如果上市公司有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及产业前景看好，
富有成长性，则股价往往会填权；
反之，则容易贴权。
4、注意股票的新旧 有些老股票经过多次送转以后，不仅复权价高得惊人，而且今
后缺乏继续大比例送转的能力，这样的高送转题材往往会成为主力出货的良机，投
资者不宜参与。
而流通盘较小且首次分配的次新股有再次继续送转的潜力，容易被主力长期运作，
是适宜投资的品种。
高送转股的卖出技巧
投资者在参与高送转题材炒作时，要注意控制风险，掌握卖出技巧： 1、当上市公
司公布高送转方案时，涨幅不大、股价不高、未来还有扬升潜力的股票，投资者可
以等到除权前后时，择机卖出。
2、高收益往往蕴含高风险，所以，在炒作该类股票时，要建立风险控制机制，设
置止损价位，一旦操作失误，要迅速止损，避免被深套。
3、如果上市公司在公布高送转方案前，股价就已经大幅飙升，一旦公布具体方案
时，投资者要谨防“利好出尽是利空“，应果断逢高卖出。
4、高送转股除权后应重点关注量价变化，识别主力是真填权还是假填权，如果股
价缓缓上涨，走出试图填权的形态，但价格累计升幅不大，量能却持续性放大，则
可以判断为假填权。
凡是遇见假填权或无力填权的送转除权股，投资者都应及时了结。
参考云掌财经！

三、关于每股现金流(cash flow per share)的定义

每股现金流=现金流量表上现金净流量/股数一般来说，每股现金流越小，说明企业
现金周转不好，盈利上升空间降低。
具体要分析现金构成比例及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和公司高层目标及预算等而定。

四、

五、什么是经营现金流，什么是总现金流.现金流为负代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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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好还是不好，有什么影响，

1、经营性现金流就是经营性现金流入额减去经营性现金的流出额。
经营现金净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 ＝营业利润＋折旧－所得税
＝营业收入－（总成本－折旧）－所得税
＝营业收入－经营成本（付现成本）－所得税 比如某个会计期间经营性现金和现
金等价物流入额是100万，经营性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出额是30万，那么本期经营
性现金净流量就是流入70万2、总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3、现金流为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分析报表中投资和筹资的
结构或者比率。
投资比率大还是筹资比率大？2.看筹资。
筹资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补充流动资金，如果这个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为低，建
议回避。
2.看投资。
投资预计回报率是多少？多长时间能回本？即使现在是一个热门的投资项目，前景
很好，但你还要考虑等整个项目建成以后，这个项目是不是早就投资过剩了。
千万不要给上市公司忽悠了。

六、股票高送转是什么意思 “高送转”是馅饼还是陷阱

展开全部 高送转也存在被庄家借利好拉高出货所利用的情况。
尤其在今年减持规模远高于增持的背景下，通常被视作利好的高送转题材被赋予了
新的内涵。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推出高送转方案，股价受追捧推高之后，趁机进行减
持。
总之，对投资者来说，对待高送转这个“馅饼”，还是要先擦亮眼睛，保持一分理
智，警惕利用高送转数字游戏的炒作“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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