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米7月9日上市股市(小米上市首日股价)

其实小米7月9日上市股市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小米上
市首日股价，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小米7月9日上市股市的一些知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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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上市一周年，雷军股价翻倍承诺成空，新故事如何续写？

斥资10亿回购，股价纹丝不动

小米在近期已斥逾10亿元人民币回购及购买超过1.06亿股股份，回购金额相等于
将去年回馈股东净利润12%。

回购10亿！在A股是不是就要大涨了啊！然而小米股价基本没动，也就是说，这1
0亿下去，连点响声都没有，太可怕了！

曾扬言让投资者赚一倍，如今遭腰斩！小米股价为何不涨？

去年7月小米上市的时候，包括李嘉诚在内的诸多个人和机构都买了小米的股票，
这也让雷军信心满满，并扬言让小米股价翻倍！让投资者暴赚一倍。

可惜的是，一年过去了，小米股价距离发行价17港元，跌去了近一半，如今股价
只有9.36港元。

业绩大涨，连续回购，这么多利好刺激下，为何小米股价不涨？

市场对小米的定位问题

雷军对小米的定位，肯定不是硬件公司，但是市场对小米的定位，却是硬件公司。

小米目前市盈率只有15倍左右，比三星苹果略高，但是和互联网公司估值相比，
则低多了。

小米2019年一季报显示，小米集团一季度总收入为人民币438亿元，同比增长27.

                                    1 / 7



小米7月9日上市股市(小米上市首日股价)

2%；经调整利润为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4%。业绩非常不错，但关键是，
其中手机业务占比超过6成，而互联网业务只占了10%不到。所以市场对其定位是
硬件公司。

这也没错。除非，之后小米互联网业务能够发展起来。目前看，有BAT，TMD的
存在，留给小米的空间很有限。有限的互联网业务，之前还是给P2P2导流带来的，
之前还踩雷不少跑路公司，也给小米口碑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最近的消息显示，小米又投资52亿建了总部大楼，这难道要进军房地产？没办法，
在中国，哪个大公司没个自己的大楼呢？这可是身份的象征啊。

小米上市首日遭破发，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

小米首日破发在意料之中，因为短期暗盘已经决定了开盘破发。

但是，今天小米一度大涨14%，股价最高超过19港元，市值超过4200亿港元，折
合美元535亿美元，略低于京东的562亿美元。

这下，不仅成功收复了招股价，不再破发，而且市值直逼京东，BATJ格局似乎要
变。

大涨背后，是大佬们的鼎力支持。

不仅李嘉诚，马云，马化腾在上市前认购小米股份，而且上市后依然有大佬在破发
之时挺身而出，支撑股价，比如小鹏汽车何小鹏。

今天何小鹏发文称自己在昨天和今天通过二级市场不断买入小米股份，累计买入1
亿美元，目前已经赚钱了。

何小鹏是UC创始人之一，UC被阿里收购后入职阿里，去年辞职创立小鹏汽车，也
是造车新势力之一。

这次，他把买入小米必成2013年买阿里，2014年买腾讯，都是在股价低迷时买入
，一直持有至今。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

而昨天雷军也说了，会让买小米的投资者赚翻倍。

也许会翻倍，但时间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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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坚持原创，已经很多年了，其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
也希望各位能够给些鼓励，关注，点赞，留言都可以！感谢读者，感谢粉丝的长久
陪伴！

小米公司什么时候上市？会在哪里上市？

香港or美国？小米的IPO之路能解开雷军多年的心结吗？

最近几个月以来，关于小米IPO的消息不绝于耳。2017年12月初有媒体报道，小
米将于2018年IPO，估值为1000亿美元，仅仅一个月之后，小米的估值就已翻倍。

而关注的重点除了估值外，还有就是上市的地点。据悉，小米IPO的地点或是美国
，或是香港，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小米这次放弃了A股。

不得不承认，容量居于世界前列的A股市场，又错过了一家优质互联网公司。

很明显，一般高科技的技术企业想利用境内资本市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愿意与
国内的投资者共享创新发展的成果，但是现行的制度似乎不允许这类不符合条件的
企业上市，所以说优质上市资源流失的主要逻辑，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

A股市场与高科技企业相向而行，有些企业选择主动向现行制度靠拢，但要想解决
问题，可能还需要制度的创新。

所以小米放弃A股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到底是选择香港还是美国？想必小米自己也
会通过各方面的分析权衡去做选择和判断。

香港会是小米最佳的选择地？

网上很多人称小米上市最大的可能市场是香港，其实这么说并无道理。

首先，对于小米来说，港交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香港恒生指数在2017年上
涨36%，牛冠全球。而截至2018年1月11日，恒生指数更是创下13天连涨的历史记
录。

而从整个香港市场方面来看，明星股效应非常明显。市场表现方面，沪港通、深港
通前20名的股票大多数也都表现出了强劲的上涨；而在成交金额方面，腾讯控股的
成交额更是远远甩开其他公司。

所以说，香港市场的整体造好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秩序就成了促使小米前往香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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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因素之一。

另外，当年阿里寻求上市，曾考虑来港，不过其同股不同权的股份结构与香港股市
“同股同权”的要求相悖，最后阿里选择赴美上市。其实对于大多数创业公司来说
，公司创始团队都想要始终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但又需要稀释股份换取融资，
从而最终以“同股不同权”的方式实现两者的平衡。

在失去阿里巴巴上市的巨大商机之后，港交所也对此问题做了深刻的讨论，最终在
2017年12月份正式宣布可以实施“同股不同权”，以吸引内地独角兽公司来港上
市。

规则修订之后，那些寻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多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选择。
香港市场毗邻国内，投资者构成及交易时段都更容易被国内投资者接受。从估值及
新近上市的一些公司的表现来看，特别是阅文集团在港上市后受追捧，而搜狗在美
国上市后股价却持续低迷的情况来看，新经济类公司的估值在香港更有优势。

此外，香港对于内地大公司的渴求也十分强烈。在2018年1月9日，香港特首林郑
月娥会见马云，邀请阿里巴巴再来香港上市，也可以看出香港市场的诚意十足。

而另一方面，作为工商联副主席的雷军在面对国家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下该如何选
择？相信雷军自己心里也会有一杆秤。

不过国外成熟的体系对应的是异常严格的监管，而且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其他地方
终归是客场，很容易被区别对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小米如果选择在香港上市会不
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倘若未来作为红筹股，回归到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对于这个
国民品牌来说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但与美国市场相比，两地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就科技股来说，美国的科技类上市
公司最多，机构的投资者也多，市场交易活跃，是全球公认的科技类公司上市的市
场。

反之香港市场的投资者本身就偏保守传统，喜欢零售、地产、金融、矿产等类的资
产，所以科技股本身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估值，而且香港上市对公司盈利的要求更高
，所以这些因素也很有可能导致小米转向美国的市场，但同样的美国市场情况对于
目前的小米来说也未必能一帆风顺。

美国市场的包容度又有多少？

通常人们都说趋利避害，也就是说关键时刻，人们首先考虑的应该就是避害，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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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的机会。

所以选择在哪上市，小米更要考量的是香港上市和美国上市，主要的害处少在了哪
里？

一直以来，小米关于专利的问题一直被大家诟病，专利不足已然已经成为了小米前
进的短板。

2014年12月，因涉嫌侵犯爱立信所拥有的ARM、EDGE、3G等相关技术等8项专
利，小米在印度被爱立信诉至印度德里高等法院。这是小米自身专利布局不足或专
利合作不当，第一次因涉嫌专利侵权引火上身。

2015年11月19日，小米被一家名为BlueSpike的NPE诉至美国东德州联邦地区法
院马歇尔分院，指责小米通过Tomtop销售的智能通信设备涉嫌侵犯其在美国拥有
的专利权。

此后，小米就开始加大了自主研发力度和专利申请力度，同时，也积极开始在海外
收购专利。去年7月份，与诺基亚合作，从诺基亚手中购买了部分专利就能说明在
专利方面的重视。

尽管小米在自主研发和专利收购两个方面不断加大力度，但是，围绕小米手机等产
品，相关的专利侵权质疑或诉讼依旧持续不断上演。

在已发布的全面屏手机中，小米MIX2的设计还算独树一帜，但有人质疑其系对夏
普AQUOSCRYSTALX手机的外观设计抄袭。此外，小米红米系列手机也成了涉嫌
专利侵权的“重灾区”。

如果小米以这样的姿态进入美国市场，当面对美国市场严格的专利制度，小米还能
禁得住考验吗？苹果手机的电池门事件已经遭遇到了多起集体诉讼，倘若小米在设
备上稍有疏忽，面对外来品牌，相信美国市场也不会有太大的包容性，一旦设备出
现bug，在美国那种严厉的市场下，小米就会很被动，更不用说有美股中有像苹果
这样大体量公司的压制，那到时候小米该如何应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之前小米从Intel、微软以及诺基亚那买入了大量的技术专利，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专利库，这也被看作是向海外进军最重要一步。

而目前国内手机硬件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以小米自身利益和发展诉求来看，未来进
军美国市场也是必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能够率先在美国股市中打下基础，无疑也是
更利于小米走向美国市场，只是美国证监会严密的调查、集体诉讼制度、以及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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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活方方面面健全的信用制度都会成为小米在美上市的阻碍。

香港or美国，对于雷军有什么意义？

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样的确难度不小，就像当年腾讯在谋划上市一样，一直
在美国和香港之间徘徊。一方面，当时处于互联网行业不断升温的美国市场会给予
更高的估值，另一方面，比起美国纳斯达克，香港的投资者会更了解腾讯，更明白
腾讯的价值。

与之相比，小米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得到什么？是想要追求更高的估
值，短期的套现，还是要寻找一个真正能实现自己价值的市场？

不管怎么说，能上市并得到资本的认可终归是件好事，还记得10年前雷军也是带
领着金山在香港、大陆、美国之间不断徘徊，最终在2007年选择了在香港上市。

对于金山的上市过程，雷军事后坦言：“其实IPO只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对
我来说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雷军在创办小米之时也反思在金山那些年中过
多专注于软件，导致金山的上市之路充满坎坷，同样也给雷军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
和负担，因为整个金山都被上市拖的疲惫不堪。

虽然在2007年10月9日上市那天，雷军如释重负，两个月后，在离开金山的中层
沟通会上，一句“我终于把债还完”，也一语道尽了心酸。

但当时的金山由于并没有赶上互联网的大潮，错失了成为QQ、网易等互联网公司
的机会，自身老牌软件公司业务不温不火，勉强靠词霸，毒霸，WPS等业务支撑，
游戏上业务上没能进入第一阵营。

上市之后沉重的负担反而让金山更加失去了目标，股价一路暴跌到垃圾股，市值更
不能和当时的网易和腾讯相比，雷军也正是看见了与其之间的差距，也意识到了自
己在金山的梦想即将破碎。

如今十年之后，雷军又一次带领小米走上了IPO之路，这也算的上是解开了雷军多
年之后的心结。

谈起小米上市的历程，早在2014年，小米是有机会寻求上市的，那一年拿到多家
机构11亿美元融资的小米估值飙到450亿美元，雷军顺势在一个月后公布了后来颇
具争议的数据，2014的的含税收入是743亿。

作为非上市公司，小米并没有义务公开业务数据，雷军这么做，说明小米当时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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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市的考虑，但是彼时的小米毕竟业务模式单一，完全依靠现金流与其他互联网
公司博弈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对于小米IPO之路，雷军十年后与十年前相比，更懂
得有的放矢了，一次失误不可能次次失误，雷军显然是在金山的身上吸取了教训。

如果说当年带领金山上市像是在还债，如今带领小米走向上市更像是亲手把自己的
孩子抚养成人的感觉。雷军内心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在采访中也曾说过：“曾以为
金山可以承载我的梦想，于是在一件事情上争取了15年。当你发现不对，你不敢说
，不愿意承认，很纠结。你也大可逆天，破釜沉舟，但是却会失去人和。”

十年之间转瞬即逝，相信十年后重新带领小米走向IPO，雷军本人也会有不少的感
触，至于最终选择在哪上市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米如果成功上市，雷军
也算是赢回了自己错过的那互联网黄金十年，实现了梦想、弥补了遗憾。

小米为什么在香港上市而不选择在大陆A股上市呢？

小米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其中因素有很多，主要与A股发展不完善的原因有关。

首先小米为筹备上市这一事，绝对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做了很久的准备和计划。在
去年的12月中旬，香港交易所披露了香港股市即将实施“同股不同权”制度（已在
今年4月30日实施）。为此，小米已经开始了赴港上市的准备。

而按照A股的规则，小米是不符合准则的。在如今A股市场为了支持创新企业上市
融资，于今年的3月30日出台了“若干意见”，也就是CDR机制。

小米也去尝试了，雷军希望最好同时在香港和A股上市。但在6月19号前后，证监
会也提供了一份资料清单给小米，据传大致80个整改意见，很明显也不符合CDR机
制。

如果想要整个这些，可不是短期就能“整改”的。但是请注意，小米早已着手准备
了在香港上市，手续估计都准备了差不多了，A股才冒出了CDR。如果CDR机制早
一年、半年出台，小米也许还有充足时间进行整改。

不过不要紧，在港股上市也属于中国的一部，而且港股拥有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
具备着A股所不具备的优势。等机会成熟了，小米自然也能按照CDR机制再回归A
股市场。

END，本文到此结束，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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