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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是不是股本溢价-
资本公积金可以转增资本后分配股票股利吗？-股识吧

一、什么是资本公积，求简要一点？

资本公积（capital reserves）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接受捐赠、股本溢价以及法
定财产重估增值等原因所形成的公积金。
资本公积是指投资者或者他人投入到企业、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并且投入金额上
超过法定资本部分的资本。

二、股本溢价需要交税吗?

股本溢价，在转让股份时交税。
按资本增值交税。

三、如何理解资本溢价和股本溢价？？

资本溢价 指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交付的出资额大于按合同、协议所规定的出资比
例计算的部分。
资本公积金的组成部分。
有限责任公司在创立时，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都作为资本金记入“实收资本”科
目。
但在以后有新的投资者加入时，为了维护原有投资者的权益，新加入的投资者的出
资额，并不一定全部作为资本金记入“实收资本”科目。
这是因为企业初创时，要经过筹建、开拓市场等过程，从投入资金到取得投资回报
，需要较长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利润率较低，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经过正常生产经营以后，资
本利润率要高于初创时期，同时企业也提留了一定的盈余公积金，使原有投资在质
量上和数量上都发生了变化。
所以新加入的投资者要付出大于原有投资者的出资额，才能取得与原有投资者相同
的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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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的出资额等于按其投资比例计算的部分，作为资本金记入“实收资本”科目
；
大于按其投资比例计算的部分，作为资本公积金记入“资本公积”科目。
股本溢价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溢价发行股票时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股票面值总额的数
额。
股本股本溢价是资本公积一种，而资本公积是指投资者或者他人投入到企业、所有
权归属于投资者、并且投入金额超过法定资本部分的资金。
资本公积包括：资本 （或股本）溢价、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股权投资准备
、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关联交易差价以及其他资本公积。
希望采纳

四、股票的每股股利和每股利润是什么关系？谁包含谁？

每股利润包含股利，股利一般指要发放的，利润可以分配，也可以不分配

五、资本公积金可以转增资本后分配股票股利吗？

无利润不分配的原则这个无利润是指得公司亏损.不是指资本公积无利润.两个概念.

六、请用简单易懂语言解释什么是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股本溢
价）、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谢谢

简单点的话，可以这样理解：资本公积，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企业资产多出来的部分
，即：你买了个物件A，A的成本有地儿记录着，后来A市场价涨了，就把A涨了的
钱记在资本公积里；
别人无偿给你个物件B，你白得的，相对于你的正常经营来说这也是多出来的，把
它记在资本公积里。
对于资本公积，你就想着，除了正常经营收到的利润外的钱，就把它放进去，这是
个收纳箱之类的东西。
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它所记录的东西其实是资本公积的一部分，前面我们说资
本公积是各种多出来的部分的总和，资本公积和股本公积则只表示资本和股本多出
来的部分，就是本来股票1元1股，后来你干的好，有人买你股票，用2元1股买的，
每股多出来的1块钱就记到溢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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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你可以这么想，资本公积本来是个收纳箱，多出来的部分在这
里边放着，其余的不是多出来的部分在一个小房子里放着，后来你又能力住大点的
房子了，就把资本公积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到房子里了。
ps：虽然有点罗嗦，但保证绝对口语化、绝对简单易懂O(∩_∩)O~

七、资本公积金可以转增资本后分配股票股利吗？

资本公积（capital reserves）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接受捐赠、股本溢价以及法
定财产重估增值等原因所形成的公积金。
资本公积是指投资者或者他人投入到企业、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并且投入金额上
超过法定资本部分的资本。

八、什么是资本溢价？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以100万元的资金投资a公司，占a公司的20%的股份，a公司总资产400万元。
那么我们分析，a公司总资产的20%为80万元，我投资的是100万元，这中间的20万
元就是资本溢价。

九、资本溢价怎么算?

资本溢价的核算方法：1、在企业创立时，出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全部记入“实收资
本”科目，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遇到企业重组并有新的投资者加入时，
相同数量的出资额，由于出资时间不同，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2、在创立时投资，不但投资风险性很大，而且资本利润率很低，而新加入的投资
者既避开了产品试生产，开辟市场的风险，又享受了企业经营过程中业已形成的留
在收益。
3、为了维护原有投资者的权益，新加入的投资者要付出大于原有投资者的出资额
，才能取得与原投资者相同的投资比例。
其中，按投资比例计算的出资额部分，记入“实收资本”科目，大于部分应记入“
资本公积”科目。

                                                  页面 3 / 5



资本公积金可以转增资本后分配股票股利吗？    gupiaozhishiba.com
 

扩展资料对于一般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在企业创立时，出资者认缴的
出资额即为其注册资本，应全部计入“实收资本”科目，实际收到或者存入企业开
户银行的金额超过其在该企业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此时不会出现资本溢价。
而当企业重组并有新投资者加入时，为了维护原有投资者的权益，新加入的投资者
的出资额就不一定全部都能作为实收资本处理。
其原因主要有：1、补偿原投资者资本的风险价值以及其在企业资本公积和留存收
益中享有的权益。
相同数量的投资，由于出资时间不同，其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同，由此而带给投资者
的权利也不同，往往前者大于后者。
所以新加入的投资者要付出大于原有投资者的出资额，才能取得与原有投资者相同
的投资比例。
另外，留存收益和资本公积属原投资者的权益，但没有转入实收资本。
如果新投资者一旦加入，则将与原投资者共享该部分权益。
这显然不公平合理，因此为了补偿原投资者的权益损失，新投资者如果需要获得与
原投资者相等的投资比例，就需要付出比原投资者在获取该投资比例时所投入的资
本更多的出资额，从而产生资本溢价。
2、补偿企业未确认的自创商誉一个企业从创立、筹建、生产营运，到开拓市场，
构造企业的管理体系等，都会在无形之中增加企业的商誉，进而增加企业的财富。
但是在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下，出于会计计量上的不确定性和会计稳健原则等的考虑
，企业不能够确认自创的商誉。
因此，在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中，并没有体现因自创商誉而使企业所有者财富增加的
部分。
然而如果新投资者加入企业，将毫无疑问地会分享到自创商誉的益处，那么新投资
者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投入资本，以补偿原投资者在自创商誉收益权方面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新投资者投入的资本，也会超过其按投资比例在实收资本中所拥有
的部分，从而产生溢价。
3、其他原因在企业重组活动中，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新投资者为了获得对企
业的控制权，为了获得行业准入、为了得到政策扶持或者所得税优惠等原因，也会
导致其投入资本高于其在实收资本中按投资比例所享有的份额，从而产生资本公积
。
参考资料来源： 百科-资本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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