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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是不是要股份最多才可以当？－为什么董事长不持
有自己股票-鸿良网

一、如何成为董事长（或者大众眼中的成功人士）

做事要谨慎，不要让别人抓住你的把柄，要自信，其实总之一句话，你做事之前想
一想做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就行了，每个人的命运都在于他自己，加油！

二、股票高转送，若转送后股票并不是一百的整倍数，那将怎么
处理。另外持股多久有赠送

持有股票并不一定送股，要看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及企业发展规划

三、股票中董事长没有直接持股好不好？

股票中董事长没有直接持股，那就是证明他只是运营的策划人。

四、关于股票的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一只股票大跌30%，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总市值蒸发了30%。
至于有没有人赚走了这个钱，赚走了多少，取决于下跌过程的成交情况。
举例：某股票总股本1亿股，连续3个跌停，从10元跌到7.29元，跌幅27.1%。
股票总市值从10亿元下降到了7.29亿元。
第一个假设：假设3个跌停板上成交量很小，每个跌停板上都成交了100万股。
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跌停板上成交了900万元（10*0.9*100万股），第二个跌停板上
成交了810万元（9*0.9*100万股），第三个跌停板上成交了729万元（0.81*0.9*100万
股），三个跌停板合计成交2439万元。
也就是说，这个股票的总市值蒸发了2.71亿元（10-7.29），只有2439万元钱从这次
蒸发过程中流出。
其他的全都是无影无踪地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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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假设3个跌停板上成交量很大，每个跌停板上都成交了5000万股。
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跌停板上成交了4.5亿元（10*0.9*5000万股），第二个跌停板上
成交了4.05亿元（9*0.9*5000万股），第三个跌停板上成交了3.645亿元（0.81*0.9*10
0万股），三个跌停板合计成交12.195亿元。
该公司总市值从10亿元下降到7.29亿元的过程中，三个跌停板成交了12.195亿元，
换手率121.95%，充分的换手，有4.5亿元在9元成功出逃，4.05亿元中在8.1元成功出
逃，这意味着在下跌的过程中（市值蒸发）有人成功赚钱走人，而又有很多新人勇
敢地接棒，成为被套牢一族，接力棒传递了过去。
结论：市值肯定是蒸发了。
但是在蒸发过程中有人欢喜（成功出逃）有人忧（没有成功出逃的以及新进入被套
的）第二个问题：董事长可以买卖自己的股票。
但是（1）重要的时期不可以买卖。
比如有重大事项披露前，公司披露年报或者中报前等等。
（2）董事长在公司上市的第一年不能卖出股票（3）董事长不能买入股票在六个月
内卖出，也不可以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再买入。
结论：董事长可以买卖自家股票，但是不能自由买卖，有规则限制。
而且最重要的，不能内幕交易。

五、董事长是不是要股份最多才可以当？

不一定。
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权力最大。
股东大会，按照选票多少，从股东中选出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成员，选举出董事长。
注意：选举董事长时候，不是按人数投票，是按照每个董事所代表的股票，按比例
投票。
持有股份多的董事，自然容易被当选为董事长。

六、日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有股权么吗

日本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公司法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股
票，而且法人间相互持股。
这种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所有权的力量，使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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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经济增长时期 相互持股的股权结构平稳发展发展 股权结构的分分合合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大公司股权结构最根本的特征是以财阀家族或个人所有权为核
心形成的“金字塔”型股权结构。
即公司的股份高度集中于少数财阀家族手中，财阀家族通过控股总公司，层层控制
大批公司，从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型股权结构。
经过战后解散财阀的民主改革运动，日本战前的股权结构在战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出现了分散化特征。
股权分散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主要所有者由财阀家族这一单一股权主
体向个人、事业法人、政府、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投资信托公司、外国人等
多元化股权主体转变，二是个体股东数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1964年，日本由于要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始实行资本自由化，开放国内资
本市场。
但当时日本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很弱，日本公司有着十分强烈的被外资收购的危机感
。
为防御被外资并购，维护现有公司经营权，日本随即采取应对措施。
首先，日本政府从制度上推进了日本公司间的相互持股。
日本政府继1949年和1953年两度修订商法之后，于1966年进一步修订了商法，规定
除非配股的股价大幅度偏离当时的市场价格，否则配股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便
可直接由董事会决定。
另外，股票发行采取“主方认定”的认购方式（即承销证券公司根据发行公司所指
定的认购者名单，按顺序优先配发新股），从法律上保证了公司经营者可以自己选
择股东，推动了相互持股进程。
其次，日本银行贷款买入大量股票进行冻结，当股票价格复苏时，这些股票便被卖
给了稳定的法人股东，从而逐步形成了依靠银行监督的内部公司治理模式。
这是为了配合当时日本推行的“稳定股东”政策，即防止外国公司通过购买股票而
吞并日本公司而采取的措施。
最后，日本公司纷纷加入相互持股的行列，日本公司的法人持股迅速发展，个人持
股比率则持续下降；
加之法人采取相互持股的方式，使公司间形成了以产权为纽带的牢固协作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大公司的股权不再向个人集中，而是逐步向法人公司集
中。
具体来看，从1970年到1989年，日本上市公司中个人股东持股比率由44.8%下降到2
2.6%，法人股东持股比率则由54%上升到73%。
大公司的股权向其最大的10位、20位股东集中，且累计持股比率不断提高，一般达
30%~50%。
从综合商社持股累计比率来看，呈现出更高的股权集中度；
其最大的10位和20位股东累计持股比例，日商岩井分别为39.42%和52.55%，住友商
事分别为37.48%和51.58%，三菱物产分别为32.47%和42.21%，伊藤忠商事分别为37.

                                                  页面 3 / 5



鸿良网    www.83717878.com
 

43%和53.88%，丸红分别为38.89%和55.41%，三菱商事分别为37.73%和49.96%。
从日本公司最大的10家、20家大股东组成看，几乎都是法人公司，个人或家族大股
东的存在只是极其例外的现象。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家族能拥有4%~5%的股份，并能长期参与董事会决策就能控
制公司；
但在日本，最大的10家、20家股东中个人持股比率达4%~5%的十分罕见。
如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松下家族持股占比不到4%，到20世纪90
年代，更是降到3%以下，其前10大股东全是法人股东。
因此，日本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化不是股权向个人或家族集中，而是向公司或法人公
司集中。

七、关于股票的基本问题

是被蒸发了。
认真说股票并不是零和游戏。
期货是零和，所谓零和就是说你赚的就是别人赔的，你赔的钱一定被别人赚了。
而股票不是这样。
由于股票是属于虚拟经济，也就是说，你用市值来衡量财富，仅仅是一个账面的数
字，并不真正有那么多的现金流动和交易。
比如股票涨了1元，那怕仅仅成交了1股，所有持有这个股票的人，不管他是否进行
了交易，都可以算他的市值每股增加了1元，这个增长可能没人赔钱，所有人都感
觉赚了，也就是虚拟经济凭空创造出了一大笔财富。
同样，要是跌了，所有人都觉得亏了，也就是虚拟经济导致钱被蒸发了。
董事长是可以买卖自己的股票的，不过有很多限制。
一是信息披露，他的买卖是要求被公告的。
二是锁定，他持有的股票和买进的股票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允许卖出的。
（比如原始股锁定三年、市场上买入的锁定六个月等等）。
三，如果违反规定买卖会被通报批评、影响上市公司评级，同时买卖的盈利部分，
归上市公司所有，亏损部分自己承担，还有可能被罚款。

（编辑：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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