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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为什么我的股票分红后亏了！银行股票分红后成本
为什么降低了-鸿良网

一、为什么A股分红后股价等额降低?这和没有分红有区别吗?

提问者说的没错，A股分红后的股价确实是要等额降低股价，这被称为“除息”，
所以即使遇到分红后的个股，投资者个人股票账户中的资金量也不会增加，但是大
家对于能分红的个股还是“趋之若鹜”，能分红特别是能持续分红的个股还是受到
投资者的追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文中我们就解答下为什么分红的个股会
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以及这类个股和不分红的股票有何区别，他的优势在哪里。
一：分红的个股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上文说到，分红后的个股要进行“除息”，“
除息”的存在使得个人账户中的资产实际上是没有增加的，即除息后，无论你无论
获得多少分红，都会从你的股价中相应的扣除。
比如当天收盘价是30元，每股分红2元，那么次日开盘后每股股价就会变成30-2=28
元；
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既然个股分红表面上看并不能给持股人带来账面上的利
益，那么上市公司分红的意义是什么呢？投资者又为甚什么对持续分红的个股狂热
的追逐呢？其实，能持续分红的个股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性：其一：持续分红的上
市公司是盈利能力强的表现。
用于分红的钱都是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试想一下，盈利能力薄弱的上市公司哪里有
资金用于分红？所以能分红的个股，其后期的成长性大概率非常强劲，未来股价具
有很大的上涨可能。
其二：更利于持有者变现。
分红后的除息除权使得股价降低，价格降低使得流通性相应变好，这更有利于持有
者达到变现的目的。
二：A股为什么在分红后进行“除息”所有A股中的个股都要在分红后进行除息操
作，这不是上市公司说了算的，而是监管层的要求，一般说来，除息操作的意义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为了保护后续买入该股的投资者的利益。
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上市公司拿出净利润进行分红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
发生了变化，如果此时不对股价进行相应的扣除就会导致后续买入的投资者要付出
更高昂的成本，这显然有失公平。
比如本来30元能买到的股票现在需要32元，那么实际后续买入者承担了这次分红的
资金，这对于后续买入者是不公平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个股的吸引性。
【2】防止上市公司频繁分红而使得大股东从中渔利。
大多数的股票都掌握在大股东手中，掌握在散户手里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假设分红不除息，那么分红后大股东得到的股票就可以肆意在二级市场卖出获利，
大股东抛售的后果是引发市场恐慌造成股价大跌，最终损害的还是散投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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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归纳不要在乎眼前的一时利益，虽然因为除息的存在使得投资者账户中的资
金暂时没有增加，但是因为除息后股价低了、市盈率低了，加上分红的上市公司充
分展现了其超强的盈利能力，后续股价就具有了较大的上涨空间（填息填权），所
以对于持股人来说股价降低也是分红逐步兑现的一个过程，分红促进股价上涨，投
资者可以在相对高点卖出获利。
总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实际是一种投钱反哺股市、反哺持有者的利好行为。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得不说，分红是要交税的，税率根据持股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免
税、10%税率、20%税率。
所以对于短期投资者来说，持股时间较短会因为分红税而付出较大的代价，有时候
是得不偿失的。

二、股票分红后成本价降了,应该改回原成本价才对?

股票分红后即作除权除息处理了，即在股票价格上减少了，如果成本不跟着扣减，
得出的收益是不准确的。

三、分完红股票总资产咋变少了?

从公司的角度，公司分红，现金发放给股东，公司的总资产减少。
从股东的角度，分红前资产为股票，分红后资产为价格除息后的股票和分红，但是
分红要交税，所以资产同样减少。

四、北京银行股票分红后，股价是不是会下跌，那我买入时的成
本价会不会也跟着下跌，股票总价值会不变吗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影响，股票的价格在分红后是要降低的，理论上就是用股价减去
相应的每股分红。
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分红比较多，而且每年分红都比较稳定，那么分红后的股价就不
一定下跌或下跌那么多。
原因是很多人会认为企业好，分红稳定，这样的企业是值得多花点钱去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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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现在吃一点点亏，但他们看好的是该股票的前景，即预期。
这也就涉及到股票的市盈率了，成长性好的企业一般市盈率较高，而成长性差的或
者衰退行业的股票一般市盈率比较低。
比较一下创业板和A股主板、中小板的市盈率差别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五、股票中的送股分红，送了之后价格怎么降低了？那不等于我
和原来的资产价值没什么两样嘛。

股票送股派息后要除权，除权后，资产价值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会减少，因为要交
红利税。
但是，分红的意义并不在于此。
其一，分红是上市公司对股民做出的回报。
其二，送红股，则股票增加了。
红利到账后，账上的现金增加了。
至于是否真正赚钱，那就要看市场的表现了。
分红派息后，股价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势：一种是贴权走势，股价下跌，对股
民当然不利；
另一种是填权走势，股价上扬，这对股民就有利了，即盈利面增大了。
股市形势不好时，分红派息后出现的是贴权走势，觉得亏了。
但是，如果不分红，股价仍然是会跌的。
也就是说，股价的涨跌其实与分红派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能说是运气差一点罢
了。
如果能够耐心持有手中的股票，一旦股市转弱为强，还是有机会的。

六、分红过后,买进的股票成本会降低吗

分红股价会下调,但并不是下跌，是叫除权或除息，即把股票中包含的股权和股息
（本次分红派息）除去，下面具体来讲讲分红。
好多股民听说股票分红就蠢蠢欲动了，其实只要上市公司持续的盈利，就非常有可
能会给股民分红。
那你知道有些公司一年分红好几次吗？所得分红是如何通过计算得出的？下面为大
家全面地总结一下。
感兴趣可以先看看每年分红都不少的牛股有哪些：【绝密】机构推荐的牛股名单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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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限时速领！！！（1）股票分红是怎么算的？每年上市公司盈利的时候，也是
投资者盈利的时候，因为投资者会收到上市公司的回报，通常有送转股和派息两种
方式，稍微大方点的公司两种方式的分红都会提供。
比如我们常看到10转8派5元，意思就是如果你持有A公司10股的股票，那么在发布
分红公告后你的账户里将会额外得到8股的股票和5元的现金分红。
千万留意，在股权登记日收盘前购买的股票才能参与分红。
（2）股票分红前买入好还是分红后买入好？不论是分红前购买还是分红后购买都
不要紧，对于做短线的投资者来说建议等个股分红后再入场比较合适。
因为卖出红股还需要扣除相应的税，如果分红后没多久就卖出整体算下来是亏钱的
，而从价值投资者的视角来看，选对股票才是第一要领。
抽不出时间去仔细观察某只个股的朋友，不妨点击下面这个链接，输入自己想要了
解的股票代码，进行深度分析：【免费】测一测你的股票当前估值位置？（3）对
分红的股票后期要怎么操作？一般而言能分红表明了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所
以如果持续看好，则一直持有，等待分红后期的上涨填权。
但如果买在了很高的位置就有可能会面临回调。
在后期，若是发现走势不太对，应该提前设立好止损位以便于及时止损。
不过就买股票而言，不能仅仅只盯着有没有分红这一点来看，有很多种可能需要考
虑进来，不妨领取炒股神器大礼包，之后买卖股票将会更加得心应手，点击链接即
可获取：炒股的九大神器免费领取（附分享码）

七、求解：为什么我的股票分红后亏了

股票分红不会亏，除权后股票价格下降了，但分红已入了个人资金账户，至于分红
以后股票价格下跌亏损则是另一回事了。

（编辑：叶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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