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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中，资金如何分配更合理

资金管理，作为股票交易中重要的组成部份，往往被大众忽视。很多时候，即使选
股、买入、卖出都做得不好，但因为资金管理足够优秀，一样可以赚到钱。

1.炒股资金占个人或家庭总资金的比例

每个人、每个家庭，总会有人情往来，总会有应急的事情，需要留一些现金备用；
还可以买一些理财产品，贵金属或者不动产来抵御通货膨胀；最后，剩下的能够输
得起的，才是可以给你拿来折腾的用来炒股的钱。炒股的钱占家庭总资金应有一个
比例，炒股水平高的比例可以高一些，新手不要超过两成。无论是谁，一定不要做
能力以外的事情，不可以借钱炒股。

2.单只股票占全部炒股资金的比例

不建议所有的钱全买一只股票，应该分仓操作。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同时选中
了几只票，挑来挑去买一只，结果不涨，挑剩下没买的都涨了。分仓操作，可以避
免出现这种问题，挑出来的平均都买一份，有一只没涨，整体收益还是有的。资金
少点平均分成3、5份，资金多点平均分成10份。我个人倾向于10份，单股跌10%
，整体就损1个百分点，达到忍受极限及时出清，10份比较容易统计。

3.时期不同，资金投入比例不同

不要一年四季都满仓。首先判断行情，再来决定仓位。

1）熊市，行情发展到下行通道上轨，空仓，行情发展到下行通道下轨，也不要满
仓，7、8成仓为好，全年保持在平均2、3成仓的水平；

2）震荡市，行情发展到波顶，1、2成仓位，行情发展到波底8、9成仓，全年保持
在平均5成仓水平；

3）牛市，行情发展到上行通道上轨，保留3成仓，行情发展到上行通道下轨，满
仓，激进操作者可以动融，全年保持在平均7、8成仓的水平；

说起来总是很容易，执行起来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股市也是可以修身养性的地方，
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选股、择时都没有那么重要，人性才能决定一切。

为什么新股上市不让所有股票一次性全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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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全流通的话，新股溢价就会很低，上市破发的概率会超过九成，管理层想通
过股市来获取公众钱的愿望就会落空，更别谈通过股市融资来为企业解困，为贪困
地区扶贫了！而中小企业上市的冲动也会小很多，他们很难通过减持获取巨大利益
，相反要为上市后股本稀释，企务财务公开付出代价。

股票的流通比例是什么

股票的流通比例，是指股份公司可流通股本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本是指公司已发行股本中在外流通没有被公司收回的部分，是指可以在二级
市场流通的股份。流通股本是一句很有中国特色的股市术语，外国的股票从一上市
就是全流通的，总股本就等于流通股本;而中国的股票上市，在未实行股权分置改革
前，(个人或集体或国家)法人股是不允许上市流通的，只有部份发行的股票可在二
级市场流通，这部份就是所谓的流通股本，2005年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新上
市的股票都是全流通的，过去的法人股也慢慢可以开始在二级市场流通，但却是有
数量和时间限制，这就是限售流通股，因为监管部门担心一下子那么多的股票上市
，必然会导致资金承接不住而崩盘。慢慢的，中国股市将实现真正的全流通，总股
本也就等于流通股了。在以往的指数计算中，只要是在交易所有权利进行场内流通
的股票均算作流通股，这样无论是公司发起人、国有股还是战略投资者的股份，一
旦获得流通权，就可以算作自由流通股。

非流通股俗称"大小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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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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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在股改后两年以上方可流通，因为大非一般都是公司的大
股东，战略投资者。一般不会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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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股的比例越大，股价越能反应公司的真实价值，也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所谓全
流通。

流通股的比例越小，说明大、小非的持股越多，股价难以反应公司真实价值。一方
面如果股价偏低，大非凭借绝对控股地位，可以实施资产注入，以获得更多股权。
另一方面，如果股价偏高，潜在的抛售压力就大，一旦获得流通权，大小非极可能
在二级市场抛售，以兑现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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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资金和流动资金是什么

企业的总资金包括：流动资金和国定资金。流动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待摊费用等。

一般情况下，很少使用“资金”的概念，往往以“资产”来称呼，因为企业的经济
要素就是资产，比如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等。

所以，流动资金和国定资金就是企业的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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