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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各代表什么意思炒股知识－股票分红中的“转、派，送
”各是什么意思-股识吧

一、股票中“转、送、配、派”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

[转股]上市公司分红的一种形式.即：采取从资本公积金中转增股份的办法分红。
[派股]一般也叫转股，即把应该分的红转成股份，比如你有某股票100股，当年其
分配方式是10转2，即每10股转增2股，那么除权后（即分配结束）你手中的股票就
成了120股了，当然转增后股价也会按比例有个调整，但大家都把高送配当成利好
，总的来说是会获得更大收益的。
所谓“派”，是指“派息”，即现金分配，比如10派5，就是10股分现金5元，除权
后，100股就可分得50元了，当然会被扣税的。
[送股]上市公司分红的一种形式.即：采取送股份的办法 送股和转增股的区别
转增是从公积金里取出钱分给大家，送股是从未分配利润里取出钱分给大家。
咱们拿到手里是一样的。
送股和转增都是无偿的获得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是上市公司在财务核算的帐务处理
不一样。
[配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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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股的条件：（1）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经募足，募集资金使用效果良好，本次配
股距前次发行间隔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以上；
（2）公司上市超过3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最近3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
均在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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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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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股，配股和送股各代表什么意思？在大智慧上操作有没有
提示

转股：是将原来属于股东权益的资本公积转为实收资本，即将资本公积金转化为股
份来进行分红，股东权益总量和每位股东占公司的股份比例均为发生任何变化，唯
一变动的是发行在外的总股数增加。
配股：是面向原有股东，按持股数量的一定比例增发新股，原股东可以放弃配股权
。
配股并不建立在盈利的基础上，只要股东情愿，即使上市公司的经营发生亏损也可
以配股。
配股后虽然股东持有的股票增多了，但它不是公司给股民投资的回报，而是追加投
资后的一种凭证。
送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分配公司利润的一种形式。
其实送股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配股，只是配股价为零。
送股和配股最直接的区别就是股东要不要掏钱。
另外送股和转股的区别在于送股的股是来自公司的年度税后利润，只有在公司有盈
余的情况下，才能向股东送红股，而转增股本却来自于资本公积金，它可以不受公
司本年度可分配利润的多少及时间的限制，只要将公司账面上的资本公积金减少一
些，增加相应的注册资本金就可以了。
大智慧上没有针对这三种情况的具体操作，一般只是在消息中说明，或者除权除息
日说明，无法针对性的选择或者进行其他操作。

三、股票中的送、转、派各是什么意思

股票中的“送”是指用未分配利润“送股”；
&nbsp；
&nbsp；
&nbsp；
&nbsp；
“转”是指用盈余公积转增股本，是送股的另一种形式；
&nbsp；
&nbsp；
&nbsp；
&nbsp；
“派”是指用未分配利润支付红利——也就是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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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分红中的“转、派，送”各是什么意思

转——用资本公积金送股 送——用盈利作为股份送股，即分红的一种
派——用盈利直接送现金，也是分红的一种

五、转股，配股和送股各代表什么意思？在大智慧上操作有没有
提示

简单的说送和转一样，都是送，派是送现金！ 什么是股票的送股、分红 、转增 送
股是指上市公司将利润（或资本金转增）以红股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使投资者所持
股份增加而获得投资收益。
分红是指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发放股利(就是派现），这种分配方式需交纳所得税
，在进行分配时，目前送股和红利所得已可自动进入股东帐户。
转增股本则是指公司将资本公积转化为股本，转增股本并没有改变股东的权益，但
却增加了股本规模，因而客观结果与送红股相似。
转增股本和送红股的本质区别在于，红股来自于公司的年度税后利润、只有在公司
有盈余的情况下，才能向股东送红股；
而转增股本却来自于资本公积，它可以不受公司本年度可分配利润的多少及时间的
限制，只要将公司账面上的资本公积减少一些、增加相应的注册资本金就可以了，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转增股本并不是对股东的分红回报。

六、股票里转几增几什么意思

一、 转增是指有用公积金转为股本，如：企业现有股本1000万，有资本公积金800
万，企业准备将500万转为股本，则为10转增5。
也就是如果你有10000股，转增后则有15000股。
（其中涉及财务操作不议）。
如果你手中有此股，无须办什么手续，到登记截止日的第二天，证券登记中心自动
将你应得的股票转到你帐上，你只须打个交割单以示到帐即可。
二、转增是上市公司分配方案的一种，效果是你每10股获赠6股，这6股是从盈余公
积里提取的。
你不用办任何手续，只要整个过程不退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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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还
可以追踪里面的牛人学习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七、股票中的转股、派股和配股分别是什么意思

10转3派3股?没有这说法，只有10转3派3元：转3表示用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3
股（在股权登记日后自动分到你帐上，不用你操作） 派3元表示派发现金，每10股
分红3元现金10配3股：表示公司向原股东分配新股，每10股配3股，这3股需要你重
新花钱买，价格叫配股价，一般低于该股票的即时价，需要象申购新股一样操作用
钱购买

八、股票中的送，转，派各是什么意思
票里的转，送，派有什么区别

类似概念一并罗列，望采纳1、派股（息）：是公司把当年的利润的一部分转为现
金，按比例派给股东。
派现除权价＝前收盘价－每股红利2、送股：是公司把当年的利润的一部分转为股
本，按比例送给股东。
送股是股改的时候，大股东作为补偿方式的一种，免费送给小股东的。
送股除权价＝前收盘价 ／（1＋送股比率）3、转（增）股：是公司把公积金的一
部分转为股本，按比例转增给股东。
转增股除权价＝前收盘价
／（1＋转增股比率）以上三种方式的实质差不多，都是公司的一种分配方式。
4、配股、增发：是公司以扩大股本的方式，寻求资金来源的一种办法。
这种方式不是一种分配方式，充其量是把股票“批发”给股民，因为股民需要花钱
买，但价格要比市场价低一些。
配股除权价＝（前收盘价＋配股价*配股比率）／（1＋配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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