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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配股为什么一定要代销—配股的合理性，为什么
公司配股要股东付出代价？？？-股识吧

一、配股的合理性，为什么公司配股要股东付出代价？？？

配股其实就是再融资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纯粹的分红扩股。
如果是作为分红扩股的话就直接分现金或者送股了。
另外说一句，其实送股根本不是送给你股份，只是扩股罢了，但是在我国市场一看
到送股就会涨也是客观事实，国外市场一般更接受直接现金分红的方式回报投资者
。
补充：配股价一般低于当前的股价，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公司未来股价看好，执行配
股就是对你有利的，否则就应该抛出所持有的股份。
对于股东来说，配股其实是该公司的有一次融资，就想发新股一样，你看好这家公
司，就去购买他的股份咯。
对于公司来说，它可能有某个项目很有发展潜力，但是缺乏足够的资金，那就可以
通过配股的方式获得资金，以求让公司在将来有更好发展空间

二、上市公司配股给员工股票会涨停

上市公司配股，有该公司股票的股民，配股日不会自动配股，需要自动申购。
配股简介：配股是股票发行的一种形式，它赋予企业现有股东对新发股票的优先取
舍权。
这种方式可以保护现有股东合法的优先购买权。
股东也可以表决放弃其优先认股权，允许企业向新股东发行新股。
比如，当新股发行是为了收购附属公司，或者建立一个管理层股票期权计划时，这
种表决是很有必要的。
配股的一大特点，就是新股的价格是按照发行公告发布时的股票市价作一定的折价
处理来确定的。
所折价格是为了鼓励股东出价认购。
当市场环境不稳定的时候，确定配股价是非常困难的。
在正常情况下，新股发行的价格按发行配股公告时股票市场价格折价10％到25％。
理论上的除权价格是增股发行公告前股票与新股的加权平均价格，它应该是新股配
售后的股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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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为啥要送股、配股?

股民为什么要买上市的股 还不是为了投资 就是为了分红 就如你在公司入股了
到了年底 公司进行分红了只不过二级市场的股是可以随时买卖的 公司选择分红
是因为不想发现金 因为公司还需要发展 壮大 融资还需要成本咧
你说是不是所以就选择送股 配股啊 当然选择送股 配股啊 对公司是没有多大影响的
而且这类公司一般都是成长性公司这算是利好吧 送股配股后 股价变低了
就能吸引更多的股民投资那公司帐面的钱 即不是更多

四、配股是什么意思

配股是上市公司向原股东发行新股、筹集资金的行为。
按照惯例，公司配股时新股的认购权按照原有股权比例在原股东之间分配，即原股
东拥有优先认购权。
结合到600173就是说，在11月11日收市后仍然持有173的股民，在今天可以以10股配
售3.63股的比例，每股以10.98元买入173，也就是说，如果你昨天收市后有1000股17
3，那么今天就可以以10.98的价格买入代码是730173的股票363股，等到上市那天自
然就成为600173，之所以是730开头，是表示配股的代码。
如果你今天没有买入，那么很遗憾，买入时间只有今天一天，你已经自动放弃了配
股资格。
理论上，如果股票后期看涨，那么配股会赚钱，如果看跌，就不会赚钱。

五、配股后，每股净资产是增加的，为什么要除权呢?

除权通俗来说，就是股票交易所在分红（送股、转赠股、配股或派现金）时，对登
记日的收盘价按每股所得到的利益采取的相应比例降低调整该股价的方法，这样得
到的股价就叫除权价。
如果不除权，那会出现啥现象呢？就会出现：分红前，没有人卖股；
分红红后，没人买股的现象。
所以除权，实际是股价在分红前后平稳过度的有效办法。
股价与净资产虽有联系，但没有太大的绝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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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股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为什么配股后要除权？

配股是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依据有关规定和相应程序，旨在向原股东进
一步发行新股、筹集资金的行为。
按照惯例，公司配股时新股的认购权按照原有股权比例在原股东之间分配，即原股
东拥有优先认购权。
配股条件：（1）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经募足，募集资金使用效果良好；
（2）公司上市超过3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最近3年连续盈利；
（3）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
（4）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后，公司预测的净资产收益率应达到或超过同期银行存款
利率水平。
（5）配售的股票限于普通股，配售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6）公司一次配股发行股份总数，不得超过该公司前一次发行并募足股份后其股
份总数的30%，公司将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技改项目的，可
不受30%比例的限制。
公司发行新股时按股东所持股份数以持价(低于市价)分配认股。
配股的一大特点，就是新股的价格是按照发行公告发布时的股票市价作一定的折价
处理来确定的。
配股除权后只是增加了您配股的钱，并不会增加您的收益．总市值也只是增加您配
股的钱，是一种暂时没有收益的加仓行为．配股能否赚钱还是要看配股后股价的走
势，若上涨会加大您的收益，若下跌反而会扩大您的亏损．

七、配股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为什么配股后要除权？

配股是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依据有关规定和相应程序，旨在向原股东进
一步发行新股、筹集资金的行为。
按照惯例，公司配股时新股的认购权按照原有股权比例在原股东之间分配，即原股
东拥有优先认购权。
配股条件：（1）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经募足，募集资金使用效果良好；
（2）公司上市超过3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最近3年连续盈利；
（3）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
（4）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后，公司预测的净资产收益率应达到或超过同期银行存款
利率水平。
（5）配售的股票限于普通股，配售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6）公司一次配股发行股份总数，不得超过该公司前一次发行并募足股份后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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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30%，公司将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技改项目的，可
不受30%比例的限制。
公司发行新股时按股东所持股份数以持价(低于市价)分配认股。
配股的一大特点，就是新股的价格是按照发行公告发布时的股票市价作一定的折价
处理来确定的。
配股除权后只是增加了您配股的钱，并不会增加您的收益．总市值也只是增加您配
股的钱，是一种暂时没有收益的加仓行为．配股能否赚钱还是要看配股后股价的走
势，若上涨会加大您的收益，若下跌反而会扩大您的亏损．

八、配股的合理性，为什么公司配股要股东付出代价？？？

配股其实就是再融资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纯粹的分红扩股。
如果是作为分红扩股的话就直接分现金或者送股了。
另外说一句，其实送股根本不是送给你股份，只是扩股罢了，但是在我国市场一看
到送股就会涨也是客观事实，国外市场一般更接受直接现金分红的方式回报投资者
。
补充：配股价一般低于当前的股价，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公司未来股价看好，执行配
股就是对你有利的，否则就应该抛出所持有的股份。
对于股东来说，配股其实是该公司的有一次融资，就想发新股一样，你看好这家公
司，就去购买他的股份咯。
对于公司来说，它可能有某个项目很有发展潜力，但是缺乏足够的资金，那就可以
通过配股的方式获得资金，以求让公司在将来有更好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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