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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小非持那么多的股票--为什么说大小非在牛市中
就是利好，原理是什么？-股识吧

一、为什么中国股市有&lt；大小非&gt；

全流通后原来那些大小股东的股票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大股东就是大非，小股东
就是小非，他们的成本太低了，允许他们变现，好恐怖的。

二、为什么每次遇到股票解禁，股票的数量增加了，价格却还要
涨？大小非明明在套现，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买？

小非解禁，股票数量并不增加，而是流通股数量增加！小非解禁，股价却还要涨有
几种可能性：1.只有涨了，解禁的小非才能卖个好价钱。
2.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小非明著套现，暗裏扫货3.市场行为

三、大小非是怎么影响股市的

大小非主要是成本很低，有的还是零成本，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抛售的意愿很强，而
市场的承接又很弱，所以对市场的稳定影响太大了！

四、股票中的大小非是怎么回事啊？越详细越好。

小，即小部分。
非，即限售。
小非，即小部分禁止上市流通的股票。
反之叫大非。
解禁，即解除禁止。
小非解禁，就是部分限售股票解除禁止，允许上市流通。
当初股权分置改革时，限制了一些上市公司的部分股票上市流通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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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有许多公司的部分股票暂时是不能上市流通的。
这就是非流通股，也叫限售股。
或叫限售A股。
其中的小部分就叫小非。
大非：即股改后，对股改前占比例较大的非流通股.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5%以上者
在股改两年以上方可流通. 小非：即股改后，对股改前占比例较小的非流通股.限售
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小于5%，在股改一年后方可流通.
关于占股比例多少和限售时间关没有明确的确定，只是业内一种通俗的说法。
限售股上市流通将意味着有大量持股的人可能要抛售股票，空方力量增加，原来持
有的股票可能会贬值，此时要当心. 最大的“庄家”既不是公募基金，也不是私募
基金，而是以低成本获得非流通股的大小股东，也就是所谓的“大非”“小非”。
其中作为市场最有发言权的则是控股大股东——他们对自己企业的经营状况最为了
解，但股改之前大股东及其他法人股东的股份不能流通，所以他们对公司股价既不
关心，也无动力经营好上市公司。
不过，经历去年的股改洗礼，越来越多的“大非”“小非”已经或即将解禁流通，
这些大股东们增持还是减持公司股票，能相当程度地反映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下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可以无需公告的限制而套
现，广大投资者无从得知具体情况。
所以，限售股持股比例偏低、股东分散、有较多无话语权“小非”的上市公司是值
得重点警惕的对象。
大小非的由来
当初股权分置改革时，限制了一些上市公司的部分股票上市流通的日期。
也就是说，有许多公司的部分股票暂时是不能上市流通的。
这就是非流通股，也叫限售股。
或叫限售A股。
其中的小部分就叫小非。
大部分叫大非。

五、为什么说大小非在牛市中就是利好，原理是什么？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什么是大小非，也就是大大小小许多非流通股的简
称。
为什么说大小非在牛市中就是利好，原理是—— 首先假设：你拥有100手股票。
现在处于牛市，你的股票刚好是：第一天一手一块，第二天一手两块，第三天一首
三块，以后每一天涨一块，且第二天的开盘价刚好是第一天的收盘价。
人之常情：如果你的股票是可以流通的，多多少少你总要卖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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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拥有的股票是可以进行买卖的，推理如下：假设你第一天时刚好拥有100手
股票，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上开盘时卖一手。
则，第1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100*1=100
第2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99*2+1=199
第3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98*3+1+2=297 ⋯⋯⋯⋯
第100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1*100+1+2+⋯+99=5050
第101天早上，你就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你拥有的财富还是5050
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是非流通股，就是一股也不能卖。
则，第1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100*1=100
第2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100*2=100 第3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100*4=100
⋯⋯⋯⋯ 第100天晚上，你拥有的财富是：100*100=10000
如果第101天早上，大小非解禁了，股票能卖了，则你拥有的财富就是10000
看出来了吧，这就是说，在牛市大小非是占便宜的。

六、股票市场中的大非、小非是怎么回事？

大小非 （非流通股 non-tradable share）
非是指非流通股，即限售股，或叫限售A股。
小：即小部分。
小非：即小部分禁止上市流通的股票（即股改后，对股改前占比例较小的非流通股
.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小于5%，在股改一年后方可流通，一年以后也不是大规
模的抛售，而是有限度的抛售一小部分，为的是不对二级市场造成大的冲击。
而相对较多的一部分就是大非。
）。
反之叫大非（即股改后，对股改前占比例较大的非流通股.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5%
以上者在股改两年以上方可流通，因为大非一般都是公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
一般不会抛；
）。
解禁：由于股改使非流通股可以流通，即解禁（解除禁止）。
“大小非”解禁：增加市场的流通股数，非流通股完全变成了流通股。
非流通股可以流通后，他们就会抛出来套现，就叫减持。
通常来说大小非解禁股价应下跌，因为会增加卖盘打压股价；
但假如大小非解禁之后，其解禁的股份不一定会立刻抛出来而且如果市场上的资金
非常充裕，那么某只股票有大量解禁股票抛出，反而会吸引部分资金的关注，比如
氯碱化工年初的时候有大量大小非解禁股份上市，从解禁当日开始连续放量上涨！
关于占股比例多少和限售时间关没有明确的确定，只是业内一种通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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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上市流通将意味着有大量持股的人可能要抛售股票，空方力量增加，原来持
有的股票可能会贬值，此时要当心. 最大的“庄家”既不是公募基金，也不是私募
基金，而是以低成本获得非流通股的大小股东，也就是所谓的“大非”“小非”。
其中作为市场最有发言权的则是控股大股东——他们对自己企业的经营状况最为了
解，但股改之前大股东及其他法人股东的股份不能流通，所以他们对公司股价既不
关心，也无动力经营好上市公司。
不过，经历去年的股改洗礼，越来越多的“大非”“小非”已经或即将解禁流通，
这些大股东们增持还是减持公司股票，能相当程度地反映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下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可以无需公告的限制而套
现，广大投资者无从得知具体情况。
所以，限售股持股比例偏低、股东分散、有较多无话语权“小非”的上市公司是值
得重点警惕的对象。
大小非的由来
当初股权分置改革时，限制了一些上市公司的部分股票上市流通的日期。
也就是说，有许多公司的部分股票暂时是不能上市流通的。
这就是非流通股，也叫限售股。
或叫限售A股。
其中的小部分就叫小非。
大部分叫大非。

七、大小非解禁为何对股市带来巨大冲击?

限售股上市后将使现在的流通股本快速增加，使现有的资金不足以支撑当前的股价
，所以它会通过下调价格达到这种平衡，另则是因为大小非的成本极低，以目前的
股票价格来讲有极大的获利空间，也使它有较强的抛售意愿，股票短期波段主要是
取决于供求关系，一旦大小非抛售，其它的投资者不愿意接盘，就会出海通证券那
种连续跌停的走势. 除了国家股没有太大的抛售压力外，其它小非的限售股上市后
多数采取的措施，实事就是这样的，特别是限售股解禁后使现有的流盘股本增加的
越大的股票，跌幅越大，前期的海通证券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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