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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为什么比股票价格高——转股价高于股价是好是坏-
股识吧

一、为什么深交所可转债费率比上交所可转债费率高？

都和 你开户券商 费率 一样那个你的可能 券商 单独指定了 让他们 降降

二、转股价高于股价是好是坏

转股价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每股股票所支付的价格。
转股后的股票价值＝（转债价格／转股价格）×正股价格，当转股价高于现价（正
股价）时，投资者进行转股操作，会亏损，比如，某可转债的面值为100元，转股
价为10元，当个股的现价，即正股价为8元时，投资者进行转股操作，转股后的价
值＝100／10×8＝80，与100元相比，亏损20元。
应答时间：2022-04-23，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s：//b.pingan*.cn/paim/iknow/index.html

三、可转债为什么都在100元以上运行？

实际上传统的可转债是一个具有嵌入式的认购权证或期权在里的，也就是说这些转
债除了具有一般债券的功能外还有一个“认购权证”的功能在里面，由于认购权证
就算其行权价格(对于转债来说其行权价格也就是转股价格)高于现在股票市场价格
，即这权证暂不具有行权价值，其权证交易价格也不会为零的，也就是说转债的价
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传统债券即纯债部分的价值，另一部分是来
自于期权价值。
一般纯债部分的价值很多时候是低于100元的，主要原因是转债大部分发行时的票
面利率很低所导致的，但由于转债的存续时间(最长六年)一般往往比现在市场交易
的权证(最长两年)存续时间长，也就是说其转债可转股的时间比权证的时间长，这
使得转债的期权理论价值较高。
实际上从前也出现过传统的可转债跌破100元的现象，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
时候应该是在2006年以前股改还没有全面铺开时出现的，主要是那时候股市情况很
不好所造成的这种情况出现。

                                                  页面 1 / 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建议理论上可以把转债的100元视为一般权证的0元。
至于那些可分离交易式转债就是把那一个嵌入式认购权证与债券分离，即形成债券
与权证互相单独交易，现在市场还在交易中的权证都属于这类可分离交易转债衍生
出来的产品。

四、为什么现实中经常出现债券收益高于股票的情况

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呈现一定的反向性。
比如08的股市熊市，债券市场牛市，今年债券市场走势也不错，而股市整体不佳。
因此，两者具有不同的牛熊波动周期，债券某一段时间里收益优于股票也就不奇怪
了。
不过历史数据统计看，长期下来，股市的收益远远高于债券，但股市的波动性和风
险也大于后者，在中短期内，对于保守的追求资本保值的投资者来说，债券仍是首
选。

五、为什么可转债的市场价格远高于面值

既有债权又有期权，这种东西很难找，股票的面值都是一元你知道吧？！你看看股
票多少钱？这东西比股票还好，你说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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