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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营业部数量占全国 14%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资料统计，

截至

2010

年

8

月下旬， 全国共有证券

营业部

4180

家，证券服务部

131

家，覆

盖了内地全部省份，不过，在具体分布

上却极不均匀。

统计显示， 营业部数量最多的

10

个省市拥有

2705

家证券营业部， 占当

前营业部总数的

64.7%

。 而营业部数量

最少的

10

个省市自治区合计仅拥有

356

家证券营业部， 仅占当前营业部总

数的

8.5%

。

从单一省份拥有证券营业部的数

量分析， 去年

GDP

总量居全国之首的

广东省具备绝对优势，以

586

家证券营

业部数量高居榜首，是营业部数量最少

的

10

省市自治区证券营业部总量的

1.65

倍， 占当前全国营业部总数的

14.02%

。 紧随其后的是上海、 浙江、江

苏、北京，拥有证券营业部数量分别为

462

家、

313

家、

248

家和

231

家，占当前

全国证券营业部总数比例分别为

11.05%

、

7.49%

、

5.93%

和

5.53%

。

拥有证券营业部数量少于

100

家

的省份有

15

个。 其中，拥有证券营业部

数量最少的西藏地区截至目前仅拥有

3

家证券营业部， 其次是青海和宁夏，各

拥有营业部

9

家和

16

家。 在

15

个营业

部数量少于

100

家的省份中， 除山西、

天津、吉林外，其余

12

个地区均属于西

部地区。

未来竞争不靠网点

对于证券营业部分布现状，广东

省一位证券公司总裁表示 “并不意

外” 。 他认为，证券投资本来就是在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而

从事证券投资的人员大多拥有一定

经济基础。 在温饱和生存问题尚未

完全解决的地区， 现在谈理财需求

可能并不现实。 相对应的，在这些地

区开设证券营业部也不会产生什么效

益。

另一位区域性证券公司副总裁认

为， 证券公司新设证券营业部均经过

仔细研究， 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区域分

布和覆盖问题， 还包括现实盈利和效

益问题， 只不过在具体操作时会根据

各自的规模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毕

竟， 证券营业部的设立并不仅仅是将

经纪业务的触角深入到当地， 随之而

来的还有该券商的品牌和服务以及其

他各项业务的跟进。

上述副总裁介绍，一般而言，经济

实力比较雄厚的大券商， 在营业部分

布上更多的是从战略上考虑布局和覆

盖。 因为他们需要市场份额和业务覆

盖率。而一些中小型券商，更多的考虑

是短期的投入产出比， 也就是如何能

尽快盈利从而产生效益。 在竞争太激

烈的地区新设营业部可能有规模而无

效益；而经济太落后，则可能长期面临

亏损。

“可以肯定的是，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非现场开户的放开和经纪业务的

转型， 有具体营业地址的证券网点会

逐步缩减， 证券营业部的传统职能也

会逐渐发生改变。 ” 某上市券商经纪

业务副总经理认为， 届时证券公司将

更多地通过网络、 电话等方式开展业

务， 争夺市场和地盘更多的是依靠服

务水平和品牌。

效益才是
“

王道
”

是在一个营业部扎堆的地区甘做
不入流的

“

凤尾
” ，

还是到一片尚未开
发的地区争当

“

鸡头
” ，

作为证券公司
的决策者们最终必须考虑的都应是效
益

，

即投入和产出比
。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经典营销案
例

。

亚洲某鞋子制造厂两位行销人员
到非洲考察

。

甲君在非洲举目所见都
是赤脚的非洲人

，

认为没有人穿鞋
，

非
洲没有市场

。

乙君却认为非洲市场潜
能可观

，

连夜致电总公司
，

催促加速生
产

，

以应付未来的需求
。

同样的非洲市
场

，

甲乙两君却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
的信息

。

当前国内的证券公司在考察网点
铺设地时

，

往往只将目光瞄准当地的
经济发达程度

，

一味的以
G D P

为标准
来衡量

。

殊不知
，

在
G D P

发达的地区
早已是营业部林立

，

佣金早已降至万
五

，

甚至更低
，

在成本高企的市区利润
已经降至微乎其微

。

同时
，

根据
1 0

家
上市券商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

，

这些
证券公司在江浙等

6

省市上半年营业
收入平均都下降了两成左右

。

激烈的竞争导致收入的下滑
，

家
底厚的大券商新设营业部或许还可支

撑
，

中小券商就很难说了
。

国信证券研
究报告预测

，

在日均股票成交额为
1 7 00

亿元的假设下
，

大
、

中
、

小型券商
的经纪业务盈亏平衡佣金率分别为万
分之三点四

、

万分之三点七和万分之
五点九

，

打佣金战中小型券商根本不
是大券商对手

。

而拼服务则需要技术
投入

、

人才投入和强大的后台支撑
，

中
小券商实力更难以与大券商相抗衡

。

发达地区看似风光无限
，

扎堆于此却
可能在总部特赦的两年亏损期限内无
法实现盈利

。

有一家小型证券公司就抛弃惟
G D P

是从的理念
，

在去年新设营业部
时选择了一个别的券商压根看不上眼
的三线城市

。

一年下来
，

该营业部通过
在当地广泛开展证券投资基础知识

、

投资者教育活动
，

到去年年底就实现
了微盈

，

而今年已有望收回大部分成
本投入

，

成为当地片区名符其实的
“

鸡头
” 。

此外
，

根据中国证券业发展方向
和海外券商的发展轨迹

，

未来证券公
司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必然会越来越
弱

，

物理网点更多的是对区域业务起
到后台支撑作用

，

对周边地区业务形

成一种辐射
。

如此
，

必然会要求券商在
网点布局上拥有一定的广度和覆盖
面

。

而从中国证券业协会
6

月份公布
的

《

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地区名
单

》 ，

其目的也就是鼓励券商合理分
布各自网点

，

新增网点尽量往尚未饱
和的地区分布

。

据证券时报社根据中国证券业协
会资料进行的统计显示

，

截至目前全
国仍有

1 20

多个县市级城市没有一家
营业网点

。

而今年前
8

个月全国各省
营业部平均交易排名上

，

证券营业部
拥有量最少的西藏却以

1 26.7 8

亿元的
交易量位居排行榜第七位

，

小日子过
得并一定比上海等大都市营业部差

。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
，

管你
“

鸡
头

”

还是
“

凤尾
” ，

能产生效益才是
“

王道
” 。

谈及此
，

记者忍不住还想
提示一句

，

一些未受关注及重视的
地区真的是商机无限

，

就看您是乙
君还是甲君

。

券商营业部扎堆沿海中西部现大片盲区

编者按：

“

嫌贫爱富
”

乃是商人的本性
。

作为一个专门和金钱打交道的行业
，

哪里钱多就去往哪里
，

无疑是券商骨子里难以抑
制的冲动

。

这一点
，

从六成营业部扎堆沿海可见一斑
；

从三成新设营业仍然选址沿海也可见一斑
。

不过
，

钱多的发达地虽然聚敛财
气人气

，

却未必都能变成券商账面上的盈利
。

君不见
，

广东上海江浙佣金战惨烈
，

万五一出
，

营业部亏损一片
？

君不见
，

仅有
3

家营
业部的西藏

，

照样坐享百亿资金往来巨利
？

所以
，

看似证券
“

蛮荒
”

之地
，

或许也一样
“

钱景
”

无限
，

就看诸君愿否前往那片
“

蓝海
”

之地了
。

近三成地区无券商网点

统计还显示， 现有的

4180

家证券

营业部归属于国内

296

个电话区号所

在的地区，也就是说，在按电话区号划

分的全国

420

个地区内，尚有

124

个地

区（以电话区号划分）未设证券营业部，

占比总数的

29.52%

。

同样按上述统计口径分析， 上海、

北京两个直辖市拥有的营业部数量分

别拥有

462

家和

231

家外， 深圳拥有

的证券营业部最多，达

208

家；其次

为广州 ， 拥有证券营业部数为

131

家。 除上述

4

地外，拥有证券营业部

数超过

100

家的还有杭州市和成都

市， 分别拥有证券营业部

116

家和

104

家。 紧随其后的天津和重庆两个直

辖市也分别拥有证券营业部

90

家和

84

家。

电话区号划分的地区拥有证券营

业部数少于

10

家的有

219

个地区。 其

中， 仅拥有

1

家证券营业部的地区有

37

个， 拥有

2

家证券营业部的地区有

41

个， 拥有

3

家证券营业部的地区有

30

个。

从营业部的省级分布情况来看，广

东省分布最广，几乎每一个电话区号对

应的地区内都拥有相应的证券营业部；

而西藏、 青海和宁夏分布最不均匀，营

业部几乎仅分布在省会城市及省内相

对较大的几个城市，大多数地区依然还

是证券盲区。

新设网点 发达地区仍是最爱

不仅已有的营业部爱 “傍大

款”， 新增的营业部也 “嫌贫爱

富”。 统计显示， 自

2008

年

6

月

证监会正式受理证券公司新设营

业部以来， 近三成新增设的证券

营业部依然扎堆在广东浙江等沿

海一带， 而那些暂时尚未饱和的

发达地区则成为券商新设证券营

业部的 “香饽饽”。

日均新增证券营业部 3 家

有关统计显示， 自

2008

年

6

月

6

日新设营业部开闸以来， 截

至

2010

年

8

月， 全国范围内包

括服务部翻牌、 异地迁入和新设

在内的新增营业部总数为

1390

家。 其中， 新设证券营业部

654

家、 服务部翻牌新增

636

家、 异

地迁址新增

100

家。 按年均

250

个工作日计算， 则日均新增营业

部约为

3

家。

从新增证券营业部所属区域

分析，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依然受

到证券公司追捧 。 统计显示，

1390

家新增证券营业部中， 广

东、 浙江、 江苏和福建四地新

增证券营业部总数为

423

家，

占全国新增证券营业部总数的

30.43%

。 其中， 广东省新增数最

多， 以新增

137

家证券营业部高

居榜首。 浙江、 江苏、 福建分别

以

113

家、

95

家和

78

家的新增数

位居第二位、 第三位和第五位。

值得一提的是， 中部地区开

始受到证券公司的关注。 统计显

示， 湖南、 湖北、 河南、 河北、

山东、 山西、 江西和安徽此轮新

增营业部数量相对较多，

8

省共

新增加证券营业部

475

家， 占新

增总数的

34.17%

。 而这几年经

济发展较快的湖南省更是受到了

券商的广泛关注， 以新增

81

家

证券营业部的数量位居新增营业

部数量排行榜的第四名。

未饱和发达地成“香饽饽”

今年

6

月， 为适应证券市场

的发展， 鼓励证券公司在网点空

缺或不足的地区新设营业部， 中

国证券业协会公布了一份 《证券

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地区名单》，

供证券公司参考。

不过， 令监管层始料未及的

是， 这份名单反而引发了一些券

商对未饱和地区的争夺。 以深圳

为例， 在 《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

和地区名单》 中， 深圳未饱和的

为盐田区、 宝安区和龙岗区，

这些区域引发了包括深圳本地

券商在内的大批证券公司争夺。

深圳本地一家大型券商捷足先

登， 获准同时在宝安和龙岗两

地设立

5

家营业部。 而另一家券

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们慢

了半拍， 宝安区和龙岗区

9

月份

就要被调为饱和区域了， 不再批

准新设证券营业部。” 一位上市

券商南方分公司总经理说。 不

过， 他们还是抢在

8

月底给监管

部门递交了新设

2

家证券营业部

的申请。

据这位总经理介绍， 这种激

烈的争夺并不仅仅发生在深圳，

广东省的一些其他市县都有发

生。 他介绍说， 现在的佛山、 东

莞、 惠州等地已全部被调为饱和

地区， 不再允许证券公司再申请

新设营业部。

佣金战惨烈

发达地区增收不增利

东南沿海不仅是国家的经济重心，也

是证券公司收入的重地。统计显示，东南沿

海省份对券商利润贡献最大；不过，这些地

区也是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 今年上

半年券商在这些地区的营业收入下滑亦比

较明显。

截至目前，13 家上市券商都已完整披

露 2010上半年财务报告。除招商证券外，

其余 12 家券商都公布了地区营业收入

分布情况。 据证券时报社数据部统计显

示， 在不计总部营业收入的前提下，12

家上市证券公司上半年在北京、上海、浙

江、江苏、福建和广东六省市共实现了营

业收入 81.94 亿元，占 12 家上市券商总

营业收入的 30.15% 。 与此相对应，12 家

上市券商在上述 6 省市的营业部数为

589 家，占 12 家证券公司营业部总数的

47.39% 。

具体而言， 经济大省广东当之无愧地

稳坐 12家券商营业收入贡献第一名。在不

计总部收入前提下，12 家证券公司上半年

在广东共实现营业收入 21.89 亿元， 占上

述 12 家公司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的 4.03% 。

紧随广东之后的是上海和浙江， 上述比例

分别为 2.90%和 2.58% 。

不过， 随着近两年来证券行业竞争加

剧， 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经纪业务佣金战

的加剧， 券商在这些地区的总体营业收入

下降态势非常明显。

上述 12家上市券商中，可以完整统计

到 2009 年上半年该项数据的券商有 10

家。 统计显示，尽管这 10 家券商在前述

6 省市的营业部数量从 388 家上升到了

464 家， 但上半年在上述 6 省市实现的

营业收入却整体下降，（不计总部收入）

为 60.7 亿元，降幅为 24.52% ，略高于上

半 年 全 国 证 券 买 卖 交 易 佣 金 费 率

22.31% 的降幅， 显示出这些地区竞争程

度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为激烈。其中，券商

营业收入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地区为广

东、 浙江和北京， 降幅分别为 31.92% 、

26.92% 和 20.76% 。

上半年，在广东、上海、浙江等经济发

达地区，不少证券公司大打佣金价格战，开

户即万分之五的证券交易佣金时有出现。

价格战剧烈地改变着这些地区的经纪业务

格局， 也令证券公司在该地区的收入出现

增量不增收的现象。

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相对应，我国内地证券资源的分布也不均匀。 广

东、浙江等十个沿海经济发达省市聚集了六成证券营业部，而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的中西部地区却还有 120 多个县市级城市没有一家证券营业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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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家上市券商在京沪浙苏闽粤六地营业收入一览

公司名称

上半年营业部

新增数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元）

占比总收入（

％

）

２００９

年营业部数

同比增减幅度

（

％

）

中信证券

２７ ２０５０６８５１０４ ２５．９４ １０３ －２７．５３

太平洋

０ １９３６２９００ ７．８５ ４ －１８．２３

国元证券

０ １４５８７７３００ １５．５７ １４ －５．４１

长江证券

４ ２６００１３３００ ２１．０１ ２９ －０．０３

光大证券

１５ ８１１６９９２００ ４１．６６ ５０ －２９．２６

东北证券

４ １２３２７７９２５．２ ２４．１５ １７ －１０．１２

西南证券

０ １３７１９８６７１．５ ５１．０３ １１ －７．３１

国金证券

０ １７１２９４３２５．５ ２１．０１ ５ ２５．９４

海通证券

７ ９７２４９７２１６．６ ２２．１９ ６０ －２３．１９

广发证券

１９ １３７７９９６９６２ ３７．９３ ９５ －２８．９５

制表
：小 桂

券商新增营业情况一览

省份 营业部数量 新增营业部数 省份 营业部数量 新增营业部数

广东

５８６ １３７

天津

８９ ２６

上海

４６２ ２７

吉林

８５ ２４

浙江

３１３ １１３

重庆

８３ ３２

江苏

２４８ ９５

山西

７６ ３２

北京

２３１ ４６

陕西

６７ ２１

辽宁

１９３ ４５

广西

６５ ３８

山东

１８６ ７６

新疆

５７ ２４

四川

１８５ ５１

云南

５１ ２６

福建

１６１ ７８

甘肃

５０ ３１

湖北

１４０ ４２

内蒙古

４６ ２４

安徽

１３７ ５５

贵州

３０ １７

湖南

１３２ ８１

海南

２９ １０

河北

１２５ ６７

宁夏

１６ ５

河南

１１７ ５３

青海

９ ２

江西

１０６ ６９

西藏

３ １

黑龙江

１０２ ４２

制表
：

小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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