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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市公司要收购其他公司_股改后，大股东减持超
过1%，不公告，违规否-股识吧

一、上市公司收购别公司股权是利好吧？对招商地产而言

不能算是利好，不是什么重大的重组行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行为，中性消息

二、股票上市对公司的益处包括利用股票可收购其他公司吗？

展开全部 股票上市的好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1、股票上市后， 上市公司就成为投
资大众的投资对象，因而容易吸收投资大众的储蓄资金，扩大了筹资的来源。
2、股票上市后， 上市公司的股权就分散在千千万万个大小不一的投资者手中，这
种股权分散化能有效地避免公司被少数股东单独支配的危险，赋予公司更大的经营
自由度。
3、股票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股票行情及定期会计表的公告，起了一种广告效果，有
效地扩大了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信誉。
4、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及资本大众化的直接效果就是使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这些数
量庞大的股东及其亲朋好友自然会购买上市公司的产品，成为上市公司的顾客。
5、可争取更多的股东。
上市公司对此一般都非常重视，因为股票多就意味着消费者多，有利于公共关系的
改善和实现所有者的多样化，对公司的广告亦有强化作用。
6、有利于公司股票价格的确定。
7、上市公司既可公开发行证券，
又可对原有股东增发新股，这样，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就很充分。
8、为鼓励资本市场的建立与资本积累的形成， 一般上市公司可以享受减税优待。
上市公司当然可以凭借手中持有的巨额融资资金进行资本整合，也就是收购兼并其
他企业，这种案例举不胜举。

三、马云为什么要收回阿里巴巴股票

马哥的套路太野了。
个人猜想，准备是解决yahoo问题，关门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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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上市公司牵扯，肯定影响业绩，要受外界环境的压力。
企企业如果私有化，就跟别人不挨着了。
未来谋求整体上市的可能性不小，到时候整体上市，在股市上圈来的钱可不是个小
数。
另外，现在股票价低，要约收购在财务上有成本优势。
不是有人分析过了吗，马哥的阿里巴巴如果按现在的价回购股票，相当于白用了股
民好几年的无息贷款。

四、一个企业为什么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可以并购其他企业

从本质上说，并购企业，就是购买其股东的出资，或者说股权，这和购买一部手机
一样，也是一种购买，也是一种交换。
你可以花现金来交换，也可以用其它有价值的东西来交换，只要对方接受。
购买者（一家企业）自身的股票是有价值的，特别是购买者如果已是上市公司，则
其股票的流通性已经得到认可，价值也得到公众投资人认可（表现为有活跃的市场
交易，有确定的交易价格），因此更容易作为现金的替代物，用于支付。
简单的操作思路是：一家企业向“购买对象”的股东发行股票，用这些新股交换股
东手里的“购买对象”的股权，这就是以股份并购，也称为换股并购。
并购完成后，购买对象变成了购买者的子公司，购买对象的股东变成了购买者的股
东。
至于发行债券的并购，其实是先要借债，借到钱以后，用现金来收购，倒比较简单
。

五、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和负债，其第一大股东为什么会收购呢
？收购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收购公司不良资产的目的主要有以下
几个：1、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超过50％，公司的资产或者盈利的增加，股票价格
就会增加，使得该大股东成为最大受益者（手中的股票价值最大化）；
2、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是大股东原来上市的时候或者以后装进上市公司的，因为
经营不好，大股东愿意收购回来，以避免其他股东对他装入资产不好的一种回应；
3、大股东自己经营的业务跟公司的不良资产行业有相近性或者属于行业的上下游
行业，所以，即便上市公司的这部分资产在上市公司的管理之下不能获得盈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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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效果，大股东收购后，则有可能经营的好起来，而且这部分资产目前价值比较
低，收购成本比较低；
4、大股东打算将其他（行业）资产装进上市公司，以便扭转上市公司目前行业走
入低潮的困境；
5、该不良资产中含有土地等资产，因为有关资产是按照购入成本计算的，但是如
果重新估值的话，也许能够增值，所以，按照帐面资产（负值）购买该资产，实际
上并非价值为负，而是有一定的价值。

六、股改后，大股东减持超过1%，不公告，违规否

你好， 先看《证券法》的规定： 第八十六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
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
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
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
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做投资要学点基本面，技术面上的知识，知道如何设置止损止盈点。
通货网，企业操盘手团队，1对1指导老师！通货网为你解答！ 为了提升自身炒股
经验，可以登录通货网去学习一下股票知识、操作技巧，在今后股市中的赢利有一
定的帮助。
持股超过5%才需要在三个工作日内公告。
炒股5%的增持减持就需要公告。
如果你是公司高管，减持就需要公告。
如果只是普通股东，就不需要公告。

七、公司间为什么要收购

公司间为什么要收购？ 1、被收购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不能如期还银行贷款，只
能出卖部分资产或全部资产。
2、收购的公司经营状况好，想发展更大，便找到这些经营不好的公司，低价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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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新开公司要便宜多了。

八、为什么要借壳上市

楼上那位说的太复杂了，其实很简单。
中国股市的上市要求并不高，但审批异常繁缛，有大批的企业申请上市，其中不乏
很优秀的，但每年的数额有限，而且主板还要优先安排央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先上
市，因此很多企业急需要融资，根本等不及，即使借壳上市不能募到资金，还要搭
上一笔不菲的买壳的钱，但上市以后可以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配股，发公司
债的多种方式募资，所以许多资业被迫也好，想圈钱也好，就大量的去借壳ST类
公司。

九、如何理解上市公司的协议收购

你好， 先看《证券法》的规定： 第八十六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
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
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
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
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
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做投资要学点基本面，技术面上的知识，知道如何设置止损止盈点。
通货网，企业操盘手团队，1对1指导老师！通货网为你解答！ 为了提升自身炒股
经验，可以登录通货网去学习一下股票知识、操作技巧，在今后股市中的赢利有一
定的帮助。
持股超过5%才需要在三个工作日内公告。
炒股5%的增持减持就需要公告。
如果你是公司高管，减持就需要公告。
如果只是普通股东，就不需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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