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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大量举债来发放股息会导致什么~上市公司发放
股利的利与弊 请详细些 非常感谢-鸿良网

一、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定制股利政策

影响股利政策的法律因素包括：资本保全约束、资本积累约束、偿债能力约束、超
额累积利润约束。
股利政策（Dividend policy）是指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对一切与股利有关的事项
，所采取的较具原则性的做法，是关于公司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股利以及何时
发放股利等方面的方针和策略，所涉及的主要是公司对其收益进行分配还是留存以
用于再投资的策略问题。
从狭义方面来说的股利政策就是指探讨保留盈余和普通股股利支付的比例关系问题
，即股利发放比率的确定。
而广义的股利政策则包括：股利宣布日的确定、股利发放比例的确定、股利发放时
的资金筹集等问题。
相关内容：稳定股利额政策：以确定的现金股利分配额作为利润分配的首要目标优
先予以考虑，一般不随资金需求的波动而波动。
这一股利政策有以下两点好处。
1、稳定的股利额给股票市场和公司股东一个稳定的信息。
2、许多作为长期投资者的股东（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希望公司股利能
够成为其稳定的收入来源，便安排消费和其他各项支出，稳定股利额政策有利于公
司吸引和稳定这部分投资者的投资。
采用稳定股利额政策，要求公司对未来的支付能力作出较好的判断。
一般来说，公司确定的稳定股利额不应太高，要留有余地，以免形成公司无力支付
的困境。
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股利政策

二、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对于本公司股价有什么影响？

发公司债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
如果公司有好的项目能带来利润，就是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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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放股票股利，会产生的影响是
发放股票股利，会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A

四、当一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时，对其所有者权益总额是如何影响
的？ 如果是发放股票股利呢？

发放现金股利时，其所有者权益总额下降；
发放股票股利，其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变，l因此处于成长性公司大多喜欢发放股票
股利。

五、《企业理财学》简述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有哪些

制定股利政策应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 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股利
政策的各种影响因素，从保护股东、公司本身和债权人的利益出发，才能使公司的
收益分配合理化。
（一）各种限制条件 一是法律法规限制。
为维护有关各方的利益，各国的法律法规对公司的利润分配顺序、留存盈利、资本
的充足性、债务偿付、现金积累等方面都有规范，股利政策必须符合这些法律规范
。
二是契约限制。
公司在借入长期债务时，债务合同对公司发放现金股利通常都有一定的限制，股利
政策必须满足这类契约的限制。
三是现金充裕性限制。
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必须有足够的现金，能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现金的需求。
否则，则其发放现金股利的数额必然受到限制。
（二）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的发展具有周期性，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同样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比如，我国上市公司在形式上表现为由前几年的大比例送配股，到近年来现金股利
的逐年增加。
（三）通货膨胀 当发生通货膨胀时，折旧储备的资金往往不能满足重置资产的需
要，公司为了维持其原有生产能力，需要从留存利润中予以补足，可能导致股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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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水平的下降。
（四）市场的成熟程度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中，现金股利
是最重要的一种股利形式，股票股利则呈下降趋势。
我国因尚系新兴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市场相比，股票股利成为一种重要的股利形
式。
（五）投资机会 公司股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要受到投资机会的制约。
一般来说若公司的投资机会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往往会采取低股利、高留存利
润的政策；
反之，若投资机会少，资金需求量小，就可能采取高股利政策。
另外，受公司投资项目加快或延缓的可能性大小影响，如果这种可能性较大，股利
政策就有较大的灵活性。
比如有的企业有意多派发股利来影响股价的上涨，使已经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尽早实
现转换，达到调整资本结构的目的。
（六）偿债能力 大量的现金股利的支出必然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
公司在确定股利分配数量时，一定要考虑现金股利分配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保
证在现金股利分配后，公司仍能保持较强的偿债能力，以维护公司的信誉和借贷能
力。
（七）变现能力 如果一个公司的资产有较强的变现能力，现金的来源较充裕，其
支付现金股利的能力就强。
而高速成长中的、盈利性较好的企业，如其大部资金投在固定资产和永久性营运资
金上，他们通常不愿意支付较多的现金股利而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八）资本成本 公司在确定股利政策时，应全面考虑各条筹资渠道资金来源的数
量大小和成本高低，使股利政策与公司合理的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相适应。
（九）投资者结构或股东对股利分配的态度 公司每个投资者投资目的和对公司股
利分配的态度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公司的永久性股东，关注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不
大注重现期收益，他们希望公司暂时少分股利以进一步增强公司长期发展能力；
有的股东投资目的在于获取高额股利，十分偏爱定期支付高股息的政策；
而另一部分投资者偏爱投机，投资目的在于短期持股期间股价大幅度波动，通过炒
股获取价差。
股利政策必须兼顾这三类投资者对股利的不同态度，以平衡公司和各类股东的关系
。
如偏重现期收益的股东比重较大，公司就需用多发放股利方法缓解股东和管理当局
的矛盾。
另外，各因素起作用的程度对不同的投资者是不同的，公司在确定自己的股利政策
时，还应考虑股东的特点。
公司确定股利政策要考虑许多因素，由于这些因素不可能完全用定量方法来测定，
因此决定股利政策主要依靠定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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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公司发放股利的利与弊 请详细些 非常感谢

发放股票股利的利弊:一，股东角度:(1) 有时股价并不成比例下降，可使股票价值相
对上升;若盈利总额和市盈率不变，股票股利发放不会改变股东持股的市场价值总
额。
有时股价并不成比例下降，反而可使股票价值相对上升。
(2) 由于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税率的差异，如果股东把股票股利出售，还会给他带
来资本利得纳税上的好处。
二，公司角度:(1）不需要向股东支付现金，在再投资机会较多的情况下，公司就
可以为再投资提供成本较低的资金，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2）可以降低公司股
票的市场价格，既有利于促进股票的交易和流通，又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成为
公司股东，进而使股权更为分散，有效地防止公司被恶意控制;(3）可以传递公司
未来发展良好的信息，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股票价格。
缺点:由于发放股票股利增加了企业的股本规模，因此股票股利的发放将为企业后
续现金股利的发放带来较大的财务负担。
正因为如此，国外企业—般很少发放股票股利。
相关内容：（1）剩余股利政策优点：有利于公司保持理想的资本结构，充分利用
筹资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使加权资本成本降至最低。
缺点：股利发放不稳定，会造成股票价格波动。
（2）固定股利政策优点：①有利于树立公司良好的形象；
②有利于投资者安排股利收入和支出；
③有利于向市场传递企业正常发展的信息，稳定股票价格。
缺点：会造成股利的支付与盈余脱节，当企业盈余较低时，仍然要支付固定的股利
，这可能导致资金短缺，出现财务状况恶化。
（3）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优点：发放的股利随着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而上下波动
，体现了“多盈多分，少盈少分，不盈不分”的原则。
缺点：导致各年股利不稳定，波动较大，不利于稳定股价，容易使股东产生企业发
展不稳定的感觉。
（4）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特点：①有利于公司灵活掌握资金的调配；
②有利于维持股价的稳定，从而增强股东对公司的信心；
③有利于吸引那些依靠股利度日的股东，使之每年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股利收入。

（编辑：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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