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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

前三季度实现净利近

7

亿

证券时报记者 杜 妍

本报讯 兴业证券今日发布三季报称，该公司

今年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

6.98

亿元，同比下降

27.5%

。

于今年

10

月

13

日上市的兴业证券， 其各项

业务收入中，投行业绩表现最为抢眼，前三季度证

券承销业务实现收入

1.69

亿元， 同比增长

406.83%

。

深圳银行业

前三季实现净利

321

亿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本报讯 昨日，在第一届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

风险管理年会上，深圳银监局局长熊良俊表示，截

至

9

月末，深圳银行业机构总资产

30989

亿元，同

比增长

19%

； 银行业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6294

亿元、存款余额

2130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

和

23%

；

1-9

月，深圳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持

续 “双降”， 实现税后利润

321

亿元， 同比增长

45%

，资产利润率

1.7%

，法人机构净资本收益率

13.2%

，均居全国前列。

熊良俊称，截至目前深圳现有各类银行业机构

79

家，其中法人银行

8

家，包括

4

家中资银行总行

和

4

家外资银行总部，银行业从业人员近

5

万人。

中再集团前三季

实现税前利润

11.83

亿

证券时报记者 徐 涛

本报讯 中国再保险集团最新统计显示，截

至

9

月

30

日，中再集团合并保险业务收入

292.02

亿元，合并资产总额

1025.70

亿元，合并税前利润

11.83

亿元，实现了整体账面盈利。

据介绍， 中再集团三季度的经营效益明显好

于二季度，

7

家经营单位全部实现账面利润增长。

截至三季度末， 集团合并产险及短期人身险承保

利润达

9.11

亿元， 是年度预算

2.61

亿元的

3.49

倍。 截至

9

月

30

日， 集团实现账面投资净收益

5.47

亿元，账面投资收益率

0.78%

；综合收益达到

14.72

亿元，综合收益率

2.11%

。

山西证券投行收入

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

39%

见习记者 马晨雨

本报讯 昨日，山西证券完成了上海第二站机

构路演推介，作为首家登陆中小板的券商股，山西

证券以快速的成长性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关注。

在上海推介现场， 机构分析师向山西证券董

事长详细了解了公司的投行业务增长情况。 据介

绍， 山西证券最近三年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分别达

7431.57

万元、

3714.76

万元、

14442.05

万元， 实现

年均复合增长率

39.40%

。

2010

年上半年，投资银

行业务实现收入

10708.04

万元。

山西证券旗下的中德证券自

2009

年

7

月成

立至今年

6

月末，已完成

IPO

项目

6

单，同时，仅

今年

9

月就有

5

个担任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的项

目通过审核，预计年内将全部完成发行。山西证券

投行业务保持迅猛增长势头， 进入行业前列成为

可能。

山西证券董事长张广慧在推介会中表示，山

西证券力争

5

年内实现经纪业务网点达百家；投

行业务跻身行业前五； 期货业务网点达

20

家；其

他各项业务进入行业前

20

名。

东亚中国完成

外资行首张电子商业汇票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本报讯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东亚中国昨日在

西安成功开立国内外资银行的首张电子银行承兑汇

票，成为外资行中首家开通电子票据业务的银行。

电子商业汇票（简称电子票据）是出票人以数

据电文形式制作的， 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

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与纸质商业汇票相比， 电子商业汇票具有以数据

电文形式签发、流转，并以电子签名取代实体签章

的两个突出特点。

光大银行债券投资收益

连续两年位居同业第一

本报讯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光大银行债券投

资收益率连续两年位居全国性商业银行第一，银

行间债券交割总量位居股份制银行第二。

今年以来， 光大银行依托于新的交易定价机

制，运用金融工具组合，创新推出了本外币结构化

贷款产品，通过组合安排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

工具、金融衍生品工具，优化客户综合融资成本，

规避利率汇率波动风险。 （楼 蓉）

阳光私募节后发行升温

信托

TOT

渐成气候

证券时报记者 张 宁

本报讯 受益近期股市回暖， 证券

投资类信托产品发行规模大幅增长，同

时

TOT

产品的推出也渐成气候。

普益财富监测数据显示，

10

月

8

日

至

21

日信托市场共发行

11

款证券投

资类信托产品， 平均每工作日发行

1

款。从统计数据看，

9

月份发行的证券投

资类信托产品的平均规模为

4258.62

万

元，而“十一”长假至今发行的

11

款产

品的预计发行规模为

92000

万元，平均

每款发行规模为

8363.64

万元， 增幅为

96.39%

。其中，北京国信发行的“合利稳

健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期）”是这

11

只产品中预计发行规模最大的产品，

该产品计划发行

3

亿元，期限

5

年。

值得注意的是， 伴随证券信托产

品发行数量的快速上涨，

TOT

产品目

前已渐成气候。

10

月份国联信托的

TOT

产品已正式运行， 加上此前的中

铁信托、华润信托、平安信托等公司陆

续构建的产品线， 信托系

TOT

产品总

数量已突破

10

只。

但记者从上述公司了解到，这部分

信托系

TOT

产品目前仍没有跨信托平

台的可能。 据信托公司证券部人士表

示，一来目前

TOT

规模小，单只产品最

高者不过

2000

万，而目前上述信托公

司旗下的私募数量至少也在

50

只以

上，已经是典型的僧多粥少；其次从安

全角度考虑，据信托人士介绍，只有在

自家信托平台上才能直接观察私募投

顾的运作， 并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对

所管理的资产进行干预， 而信托公司

之间目前还不可能做到信息共享；再

次，

TOT

还是一种吸引优秀私募投顾

上门的方式，以其“保底销售”的特殊

作用来筑巢引凤。

而银行系

TOT

则没有这方面的困

扰。 作为多个证券信托产品的托管行，

银行可以同时与多家信托公司系统实

现对接，便于对各家私募投资的操作进

行监控。 同时，银行系

TOT

发行规模较

大，更有条件选择部分优秀私募投顾进

行合作。

截至目前，光大银行、邮储银行、中国

银行、招商银行的

TOT

产品已相继成立。

保监会查处

14

家险企中介违规行为

已处罚

5

家上级保险机构，并追究

15

名上级机构管理人员责任

证券时报记者 徐 涛

本报讯 日前， 中国保监会针

对上半年保险公司中介业务检查情

况，分别向人保财险、中国人寿、中

国人寿财险、大地财险、平安财险、

太平洋财险、中华联合财险、阳光财

险、天安保险、华安财险、都邦财险、

安诚财险、嘉禾人寿、华夏人寿司等

14

家保险公司下发监管函，向上述

公司详细通报了其被查基层机构违

法违规问题， 并提出了综合性的整

改要求。

保监会在监管函中明确提出，各

保险公司要及时向各级机构和全体

工作人员通报本公司中介业务违法

行为查处情况，传达保监会关于规范

和加强中介业务经营管理的精神、政

策和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中介

业务相关的管理、业务、财务人员法

律法规教育。 要严格按照《保险机构

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及公司内部

责任追究制度进行责任追究，做到责

任到人、处理到位，涉嫌违法犯罪的，

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要在

11

月

30

日

前，向保监会提交关于落实整改及责

任追究情况的专门报告。

据悉， 在今年上半年保险公司

中介业务检查中， 保监会系统加大

了对上级公司和各级责任人员的责

任追究力度， 针对基层机构查出的

违法违规问题， 依法对

5

家上级保

险机构做出处罚，依法对

15

名上级

机构管理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在上述处罚的基础上

再次向

14

家总公司发出监管函，目

的是进一步强化保险公司的管控意

识和责任， 督促其转变经营理念和

价值导向，从制度机制入手，全面建

立健全中介业务管理制度， 狠抓内

控执行， 与中介机构之间建立起合

法、真实、透明的合作关系。

据了解，上述

14

家公司被查的

36

个机构违法违规问题较多，集中

表现为通过虚构中介业务、 虚构销

售人员等手段套取资金， 虚列业务

管理费、私刻投保单位印章、给予投

保人保险合同以外利益等， 与中介

机构财务、 业务关系不合法、 不真

实、不透明的问题相当严重。有关保

监局依法对上述

36

个机构合计罚

款

989

万元、警告

4

家次、责令停止

接受新业务

13

项、吊销

１

家省级公

司营业部业务许可证；依法警告

86

名责任人， 罚款

85

人计

219.2

万

元、责令撤换

11

人、撤销任职资格

7

人。 同时，依法向税务、公安、司法

等部门移送了偷逃车船税、 以虚构

劳务派遣事项套取资金、 私刻其他

单位印章等违法线索

7

起。

� � �保险公司违法违规问题集中

表现为通过虚构中介业务、 虚构

销售人员等手段套取资金， 虚列

业务管理费、私刻投保单位印章、

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以外利益

等，与中介机构财务、业务关系不

合法、不真实、不透明的问题相当

严重。

投行格局嬗变“华南五虎”逞强

证券时报记者 杨 冬

� � � �中小板和创业板正深刻地改变

着国内投行的竞争格局。

投行界有“华南五虎”之称的平

安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联

合证券和广发证券正迅速崛起，而有

着“北方二狼”之称的中金公司、中信

证券则趋于弱势。相互之间的江湖地

位发生了改变。

据

Wind

数据统计， 截至

10

月

26

日， 今年以来在主承销家数排名

中，平安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广发证券

5

家华南地

区投行位列前

5

，而中金公司和中信

证券则分别排名第

9

位和第

16

位。

在保荐承销收入排名上，“华南

五虎”今年以来也占尽优势。 据

Wind

数据统计，在上述期间，平安证券、招

商证券、国信证券分别占据保荐承销

收入的前三把交椅，中金公司位列第

4

，华泰联合证券排名第

5

，中信证券

则排名第

6

，广发证券位列第

10

。

长江证券研究员刘俊指出，在中小

型

IPO

项目上拥有丰富的储备资源是

“华南五虎”今年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以平安证券为例，年初至今主承

销项目家数为

31

家， 在承销数量和

收入上均排名第一。 据

Wind

数据统

计，该投行今年以来成功保荐上市的

项目皆为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没有

一家主板公司。

平安证券总裁薛荣年此前在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平安证

券在挖掘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中小

IPO

项目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与此相反，“北方二狼”在今年中

小项目争夺战中却落得下风。以中金

公司为例，数据显示，该投行今年年

初至今担任了

5

家

IPO

项目的主承

销商，其中仅有

1

家为创业板

IPO

项

目，其余

4

家皆为主板

IPO

项目。

对此，投行人士分析认为，一是

由于老牌大型投行对中小项目的报

价较高，不具竞争力；另一个原因则

是大投行一般看不上中小项目的收

入， 大型

IPO

才是其重点业务所在，

但今年以来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发行

节奏和规模要明显快于主板。 据

Wind

数据统计，今年年初至

10

月

26

日，共有

163

家中小板企业实现

IPO

，

98

家创业板企业实现

IPO

，而同期主

板

IPO

企业仅有

21

家。

对于未来的投行格局， 刘俊认

为， 可以预期至少在明年上半年内，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发行节奏不会有

大的改变， 即发行节奏依然会比较

快，老牌大投行要想奋起直追，必须

要加大对中小项目的储备和争夺力

度， 和中小投行比拼价格在所难免，

不过，大投行的降价也比较符合新股

发行制度改革的政策思路。

大投行承销费惊现“跳楼价”

一些大型投行不惜降低身价拼抢中小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杨 冬

� � � �在痛失今年部分

IPO

市场份额

后，大投行近期开始以低价策略加入

到中小

IPO

项目的争夺。

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在争夺上

海某拟上中小板

IPO

项目时，某大型

投行以

2500

万元全包的超低报价震

撼整个投行圈，而此前多数投行的报

价均在

5000

万元以上。 该报价创下

同类项目的新低，业内惊呼

IPO

保荐

出现了“跳楼价”。

无独有偶，另一家老牌大型投行

近期亦开始放下身段极力拼抢项目。

据透露， 该投行近期在多个中小

IPO

和并购项目中均报价低廉，甚至曾在

争夺某并购项目时报出了

300

万元

的低价， 远低于同业

1000

万元以上

的报价。

痛失市场份额

自去年

10

月份创业板开板以

来，大投行普遍执行了“以价补量”的

竞争策略。

以中信证券为例， 相关数据显

示，其保荐的神州泰岳（

300002

）去年

10

月份

IPO

共募集资金

18.33

亿元，

其中中信证券共获得保荐承销费

1.21

亿元，保荐承销费率高达

6.6%

。

再以中金公司为例， 据

Wind

数据统

计，其保荐的东方财富（

300059

）今年

3

月份

IPO

共募集资金

14.2

亿元，其

中中金公司共获得保荐承销费

1.09

亿元，保荐承销费率亦高达

7.68%

。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高价策略令

这些大投行今年仍然获得不菲的收

入。 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

10

月

26

日，今年以来，中信证券实现保荐承

销收入

6.03

亿元， 中金公司则实现

7.03

亿元。

“如果从单笔保荐承销收入来

看，大投行要相对较高，这源于大投

行承销水平较高，取得的超募收入较

高， 也源于大投行本身的报价也较

高。 ”投行人士指出。

但另一方面，这些大型投行却失

去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据

Wind

数据

统计，去年中金、中信在承销保荐收

入上排名前两位，但今年以来，中金

排名降至第四， 中信排名降至第六；

在承销家数上，今年以来至今，中信

主承销

8

家， 中金则主承销

5

家，排

名分别为第

9

和第

16

。

对于大投行在今年的相对弱势，

某资深投行人士指出，大投行做金融

和地产项目有优势，但今年地产再融

资多数熄火；此外，以往大投行在中

小项目上报价过高也导致了竞争优

势的不足。

相反，一些中小投行则由于很早

执行了“低价策略”，从而大大提升了

业绩。 以兴业证券为例，数据显示，该

投行保荐的鼎汉技术（

300011

）去年

10

月份

IPO

融资额

4.81

亿元， 而兴

业证券则仅收取保荐承销费

800

万

元，费率仅为

1.66%

；在此低价策略影

响下，该投行保荐承销业务收入由去

年的

0.28

亿元快速提升至今年以来

的

1.03

亿元。

长江证券研究员刘俊认为，出于

考核压力以及稳定团队的考虑，是促

使大投行从“以价补量”策略到“以量

补价”策略转变的重要原因。

低价抢项目备战明年

在目前激烈的投行竞争中，高价

延揽项目显然已不合时宜。 据某资深

投行人士介绍，“目前一个较为优质

的

IPO

项目，至少会有

5

家以上投行

参与报价。 ”

一个反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

另一个佐证是，近年来保荐机构和注

册保荐代表人均呈现快速增加。 据公

开资料显示，去年年初至今，新注册

保荐机构共有

7

家，截至今年

9

月底

共有

71

家保荐机构； 注册保荐代表

人数量截至今年

9

月底突破

1509

人，仅在今年就增加

217

人。

某大型投行深圳分公司人士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除非是

前期深度介入的项目，否则高价拿项

目已变得越来越难，靠关系批条子拿

项目阻力也变大。

在此情形下，为了快速储备项目资

源， 以应对明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大型投行开始纷纷汹涌降价承揽项目。

据资深投行人士透露， 目前一些

大投行在一些中小项目上的报价已与

中小投行相差无几，甚至还要低，

3000

万元左右一单全包的报价屡见不鲜。

事实上， 从近期一些大投行的

项目收费情况上就“可窥端倪”。 以某

大型投行为例，据

Wind

数据显示，该

投行在今年

9

月份承销了一单中小

板

IPO

，承销费率为

4.5%

，较该投行

以往承销的多个项目有所下降。

业绩考核的压力是敦促大投行

大幅降价的重要原因。 刘俊指出，今

年大投行业绩不佳已成定局，明年的

业绩考核必将加强，目前大投行的降

价潮意在为明年储备项目。

此外，为求实现团队的稳定也是

促使大投行降价抢中小项目的一大

原因。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底，某两家大型投行的保荐代表人

数量分别为

80

人和

47

人，而这两家

大型投行今年以来至今已承销保荐

项目家数分别为

8

个和

5

个。

“

IPO

项目较少闲置了大量保代

资源，要想实现人员稳定，大投行必

须要去抢项目来做，把通道塞满。 ”刘

俊认为。

今年投行主承销项目家数前十名

（截至

10

月

26

日）

杨 冬

/

制表

今年投行承销保荐收入前十名（截至

10

月

26

日）

翟 超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