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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股票回购最多-
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有多大积极意义?-股识吧

一、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有多大积极意义?

你好，股份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现金等方式，从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一
定数额的股票的行为。
公司在股票回购完成后可以将所回购的股票注销。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将回购的股票作为“库藏股”保留，不再属于发行在外
的股票，且不参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和分配。
库藏股日后可移作他用，如发行可转换债券、雇员福利计划等，或在需要资金时将
其出售。
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是国际通行的公司实施并购重组、优化治理结构、稳定股价的必
要手段。
回购股票的作用：增强市场信心。
上市公司内部掌握着公司发展战略、技术研发、财务状况、人员情况等重要的内部
信息，与外部投资者所能够了解的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可以向市场传达公司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其股票价值高于当前
市场价值的信息，增强市场信心。
稳定股价。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市场资金紧张或股市行情低迷，股价震荡的时候，市场的悲观
情绪容易引起投资者的大量抛售，使上市公司股价面临暴跌的风险。
通过股份回购，上市公司可以将股价稳定在合理的范围，抑制股价的持续下跌，有
利于公司合理股价的形成。
例如1987年10月发生的美国股灾，在两周内有600多家公司发布了回购股份的计划
，其中花旗集团宣布回购公司高达2.5亿美元的股票。
优化资本结构。
上市公司发展资本依靠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两种，构建合理的资本建构对上市公司
的发展至关重要，股份回购就是公司平衡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比例，优化资本结构
的方式之一。
通过股份回购，上市公司减少了在外流通的股份，在债务资本不变的情况下，降低
权益资本的比例，提高长期负债比例和财务杠杆，降低公司的总体资本成本。
使用股份回购来优化资本结构的公司往往具有未充分使用的债务融资能力，其预期
现金流可以满足更高的债务资本。
防止恶意收购。
公司上市公开发行股票，虽然筹集了资本，但是由于外部流通股份比例的上升，也
增加了上市公司被恶意收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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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回购本公司股票，减少外部股东所持股份的比重，提升对公司的
控制权。
例如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本为了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资本吞并，大批上市公司
推行职工持股制度和管理人员认股制度，鼓励职工和管理层持股。
一方面将公司的利益与员工保持一致，激励了职工和管理层，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外
部流通股份，维持了企业的控制权。

二、回购股份的原因及意义？

股份回购有利于促进证券市场的高效、有序运作。
1、股份回购是公司实施反收购策略的有力工具和常规武器,有利于稳定和维护公司
股价。
股份回购在西方发达国家被普遍运用,是成熟资本市场上实施反收购策略的重要工
具和常规武器。
其原因在于: 如果向外部股东回购股份,那么外部股东所持股份的比重就会降低,原来
大股东的持股比重则会相应提高,其控股权自然会得到加强；
如果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 在进行股份回购后,可以适当地提高资产负债率,更有效
地发挥财务杠杆效应,以增强公司的未来盈利预期,从而提升公司股价,抬高收购的门
槛；
如果公司现金储备比较充裕,就容易成为被收购的对象,在此情况下公司动用现金进
行股份回购,可以减少被收购的可能性,这是反收购技术中的焦土战术；
公司可以直接以高出市价很多的价格公开回购本公司股份,促使股价飙升,以击退其
他的收购者,从而达到反收购的目的。
2、股份回购可以抑制过度投机行为,有利于熨平股市的大起大落,促进证券市场的规
范、稳健运行。
按照西方经典理论,股份回购对于确定公司合理股价,抑制过度投机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其原因是:(1)通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市场资金紧张等情况下,股市行情容易低迷。
若任其持续低迷,将可能引发股市抛压较重,陷入股价下跌、流动性更差的恶性循环
。
此时若允许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将上市公司的闲置资金返还给股东,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公司合理股价的形成。
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出现股灾时,在两周之内就有650家公司发布收购股份的回
购计划,以抑制本公司股价的进一步下跌。
(2)上市公司对本公司信息最知情,其确定的回购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接近公司的
实际价值(反兼并情形除外),使虚拟资本价格的变动更接近实物生产过程,从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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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的过度投机。
(3)在市场过度投机的情况下,若股价过高,可能在投机泡沫成分破裂后导致股价持续
低迷。
此时公司有必要动用先前回购的库存股份进行干预,促使股价向内在价值回归,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过度投机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通过股份回购来抑制过度投机、平抑股市大幅波动的作用机
制中,库存股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库存股的存在使得公司可以灵活地调控流通股数量,有利于公司合理股价的形成。
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回购的股份必须在10日内注销,不允许公司拥有库存股。
这是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份回购所遇到的一大法律障碍。

三、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是以当时买入股票的价格回购吗？那以
什么价格回购

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是以当时买入股票的市场价格回购。

四、关于公司回购股票的几个简单问题

展开全部1.上市公司可以用自有资金以公司的法人地位身份回购股票。
2.公司回购股票可以提高自身资金利用率，增加资本收益，提高公司管理层话语权
，维护股票市值稳定（主要从影响人们对该公司低买高卖、经营自信等方面的心理
预期达到此目的）等方面产生有利影响。
3.至于“如果一家公司只持有少量的自家股份，而绝大部分股份是分散在大众手中
的，那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应该听谁的？”，董事会听股东大会的，股东大会一般是
指拥有股份比例高的大股东商议，也有重大事宜由全体股东投票决定的情况。

五、为什么企业会回购自己的股票？

企业回购自己的股票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自己股票价格远低于企业内在价值时
回购股票（最关键一点），使企业的股票市场价格和企业价值保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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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有大量现金或留存收益，并且股票价格低于企业内在价值，而发放给股东
或没有好投资项目时会进行回购。
3、回购股票增加了现有股东（所有者）的利益，能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及信
任。
4、回购股票说明企业认同自己的内在价值，同时表明企业的经营良好，有较多现
金和较高的盈利能力对自己股票进行回购，向市场发出企业管理良好的信息。

六、回购股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回购股票

你好，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现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外
的一定数额的股票的行为。
公司在股票回购完成后可以将所回购的股票注销。
但在绝大多数状态下，公司将回购的股票作为“库藏股”保留，仍属于发行在外的
股票，但不参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和分配。
股票回购在国外经常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反收购措施而被运用。
回购将提高本公司的股价，减少在外流通的股份，给收购方造成更大的收购难度；
股票回购后，公司在外流通的股份少了，可以防止浮动股票落入进攻企业手中。
改善资本结构，是改善公司资本结构的一个较好途径。
回购一部分股份后，公司的资本得到了充分利用，每股收益也提高了。
祝你投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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