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各地证券交易成本佣金

序号 行政区域 佣金费率 （

‰

）

１

南宁市

１．３

２

柳州市

１．４

３

桂林市

１．５

４

梧州市

１．５

５

贺州市

１．５

６

北海市

１．６

７

玉林市

１．７

８

贵港市

１．７

９

河池市

１．８

１０

崇左市

１．８

１１

防城港市

１．８

１２

钦州市

１．８

１３

百色市

１．８

１４

来宾市

１．８

桂衍民

/

制表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广西限定辖内证券营业部最低佣金率

� � � �广西证券期货业协会日前发出

通知， 要求辖区内营业部证券交易

成本佣金率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新的最低标准。 其中， 河池市

等

6

市证券交易成本佣金率不得低

于

1.8‰

， 玉林和贵港不得低于

1.7‰

。 其中北海市为

1.6‰

， 桂林

市、 梧州市和贺州市执行的最低佣

金标准为

1.5‰

， 柳州市和南宁市

则分别执行

1.4‰

和

1.3‰

的最低佣

金标准。

广西证券期货业协会表示， 各

营业部应根据 “‘同类客户同等收

费’、 ‘同等服务同等收费’ 的原

则， 根据客户的交易方式、 交易

量、 资产规模、 忠诚度、 服务内容

和服务标准等因素， 制定出既不能

高于国家规定的证券交易金额

3‰

的上限、 也不能低于片区成本佣金

的有差异化的分类证券交易佣金”

的精神， 结合本营业部的实际， 制

定佣金收取标准。

(

桂衍民

)

证券营业部全成本佣金率调查系列二

天津网上交易全成本佣金率最高达

2.2‰

� � � �证券时报昨日报道了部分地

区规定的证券全成本佣金费率后，

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昨日记

者在天津市证券业协会网站看到，

天津辖区内证券营业部网上交易

全成本佣金率最高的达

2.2‰

， 最

低的仅为

0.3‰

。

天津市证券业协会

1

月

4

日

在其官方网站上公示了辖区内

98

家证券营业部各自上报的全成本

佣金率， 网上交易全成本佣金率

最高值约为

2.2‰

。 按照此费率上

报的广发证券天津市湖北路营业

部相关数据显示， 按投资者资产

划分的网上交易全成本佣金率标

准分别为：

0

至

100

万元的账户为

1.98‰+

交易所规费、

100-300

万

元的为

1‰

、

300-500

万元的为

0.8‰

、

500

万元以上的为

0.6‰

。

如果按平均

0.22‰

的规费计

算， 这也意味着， 广发证券天津

市湖北路营业部账户资产

100

万

以下客户的最低佣金率标准为

2.2‰

， 仅次于该营业部上报数据

中的

100

万以下的电话委托交易、

100

万以下的现场自助交易、

100

万以下的柜台委托交易和

100

万以下

的收集委托交易， 后面四者的全成本

佣金率分别为

2.68‰+

交易所规费、

3‰

、

3‰

和

3‰

。

值得关注的是， 与之前不断下降

的佣金费率相比， 此次天津券商营业

部上报的全成本佣金费率明显偏高。

在天津市证券业协会公示的

98

家营

业部中， 网上交易全成本佣金费率最

低的为齐鲁证券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证券营业部， 享受该佣金费率的客户

交易量需达到

2

亿元， 或客户资产达

到

5000

万元。

记者发现， 即便只有万三的下

限， 仍然高出此前上海地区某大型券

商喊出的部分客户资金规模

0.22‰

佣

金费率， 表明券商恶性佣金战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遏制。

统计显示， 天津地区公布全成本

佣金的

98

家营业部中， 大券商全成

本佣金率明显要高出中小券商全成本

佣金率。 比如， 无论客户资产大小，

华泰证券、 中信证券、 国泰君安等网

上交易的全成本佣金率基本都在

1.5‰

以上。 而大部分中小券商网上交

易全成本佣金都在

1.5‰

以下， 一旦

客户资产达到千万元， 佣金费率还会

再降。

新年首个交易日

股民热盼今年股市走好

见习记者 伍泽琳 赵缜言 胡岩

实习生 王齐

昨日，

A

股市场迎来了

2011

年的首个交易

日， 证券时报记者走访沪、 京、 深等地营业部

发现， 电子化交易盛行后营业部现场交易客户

俨然已成 “稀客”。 各地投资者均对首日沪深两

市开门红的表现表示满意， 并认为尽管

2011

年

将持续震荡行情但对市场仍然满怀希望。

在上海， 证券营业厅和交易大厅内的场景，

平淡如常。 在浦东， 申银万国、 华安证券营业厅

电脑面前的人寥寥无几， 而且大多都是中老年散

户， 轻松地看行情、 聊天、 嗑瓜子。 银河证券交

易厅内的一位员工表示， 今年第一个交易日很平

淡， 到场散户人数比去年

12

月还要少一点。

在北京， 前往营业部的股民人数并不多。

在华融证券金融街营业部现场仅有寥寥几个投

资者在浏览交易行情。 而国泰君安知春路营业

部稍显热闹， 除了几个股民在行情系统前热情

讨论， 还有前来办理业务的投资者。 该部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营业部的网络、 手机交易客户

已占

70%

以上， 现场交易的比重一直在下降。

另外， 近两个月没有大的行情， 也打消了不少

股民来营业部的动力。

在深圳， 记者在湘财证券营业部看到， 老

股民蒋伯一大早就来到大户室， 把标有 “开门

见喜” 的台历放好。 蒋伯对记者表示， 他的新

年愿望是： “希望股市越来越好， 今年获得

10%～20%

的收益。”

曾经是牛市的既得利益者， 也曾经在熊市

中很受伤的蒋伯聊起过去十分淡定： “

2007

年我大赚了一把， 在

2008

年又全还回去了。”

2010

年蒋伯坚持基本面分析选股并实行中长

线投资的策略， 在震荡行情中跑赢大盘。 为

此， 他再三和记者强调， 对于大部分专业知识

有限的股民而言， 最好还是选择自己熟悉的行

业进行投资。

浦发银行去年盈利

190

亿

同比增长

44%

证券时报记者 秦利

浦发银行今日发布的

2010

年业绩快报显

示， 该行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498

亿元， 同比增

长

35.44%

； 利润总额

252

亿元， 同比增长

45.7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90.76

亿元， 同比增长

44.33%

。 每股收益为

1.6

元，

每股净资产达到了

8.57

元。

数据显示，

2010

年浦发银行资产总额达

到

21621

亿元， 同比增长

33.24%

； 本外币存

款总额为

16387

亿元， 增长

26.51%

； 本外币

贷款总额达到

11465

亿元， 增长

23.43%

。 按

照五级分类口径， 该行不良贷款率为

0.51%

，

比

2009

年底下降了

0.29%

个百分点。

平安个销信托产品

超

41

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秦利

中国平安打造的交叉销售平台在多个领域取

得了突破。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除了在财险销

售、 信用卡销售以外， 平安寿险在信托产品的销

售方面也取得重大突破， 去年寿险营销员销售的

信托产品超过了

40

亿， 增长超过了

400%

。

据悉， 中国平安个销信托业务自

2007

年

6

月启动以来， 一直保持快速发展。 从

2007

年的

0.8

亿到

2010

年的

41.3

亿元，

4

年翻了

51

倍。 在已开展个销信托业务的寿险

21

个二

级机构中， 北京、 上海、 浙江、 深圳、 大连等

7

家机构销售规模都在

2

亿元以上。

民生银行获得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资格

证券时报记者 秦利

民生银行公告称， 公司近日收到银监会广

西银监局批复， 同意民生银行南宁分行开业。

此外， 近日民生银行收到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

理局 《关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托管资格的批复》， 批准民生银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资格。

元旦银联卡跨行交易额

同比增长超四成

见习记者 赵缜言

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交易数据显示， 在刚刚

结束的元旦

3

天假日期间， 银联卡境内跨行交

易金额达

921.9

亿元， 同比增长

44.5％

； 境外

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47.06％

。

信贷预期偏紧 银行静待央行定调

新年第一周， 银行放贷谨慎， 票据贴现利率维持高位

� � � �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从多家银

行了解到， 由于新年信贷额度尚

未确定， 各行去年底信贷规模紧

张状况在

2011

年的第一周依旧得

以延续。

“总行还没有厘定信贷规模，

我们的预期是偏紧的， 所以现在也

不敢大胆放贷。 预计本周央行工作

会议定调以后， 下周总行才会有具

体的指导精神下来。” 一家国有大

行广东省分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对记

者说。

基于类似原因， 多数银行新年

第一周的的票据贴现额度依然紧张，

票据直贴利率亦维持在去年

12

月份

的高位之上。

信贷额度仍未确定

记者从建行广东省分行票据中

心了解到， 由于目前新的信贷额度

尚未确定， 该行本周的票据直贴利

率依然维持在年息

6%

以上的水平。

“各大行基本都差不多， 一是总

行新的规模还没下来， 二是普遍预

计今年的信贷额度要比去年紧张，

票据业务的空间也会有所压缩。” 该

行票据中心相关人士对记者称。 该

人士预计， 这种偏紧的态势有可能

会延续到春节前。 记者从中国票据

网的统计信息亦看到， 昨日全国范

围内票据直贴利率月息报价仅回落

到

5.35‰

， 和去年

12

月份的平均水

平相当。

多位券商银行业分析师亦对记

者表示， 业内目前对新年首周的信

贷投放力度非常关注。 “我们都在

打听今天各大行的投放量， 看看央

行明确表态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之后，

各家银行有没有开年冲规模的迹象。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 银行还在

等央行

2011

年工作会议的正式表

态， 具体的信贷额度没有分解到分

行和一线。” 北京一家大型投行银行

业研究员说。

各方约束可能升级

业内人士普遍预计， 将于本周举

行的央行工作会议对于全年货币、 信

贷增速目标的厘定将低于去年。 此外，

银监会的反周期监管思路多项措施将

在新年逐步落实， 这些对银行信贷规

模扩张将形成以往所没有的多重约束。

“总的信贷额度低于去年是毫无

疑问的。 此外， 央行已经吹风要将差

别准备金率常态化， 银监会同时一再

强调贷存比和资本充足率的约束。 如

果这些要求都得到落实， 大家冲规模

的空间就很有限了。” 一家股份银行

广州分行副行长对记者说。

业内人士称， 随着本周央行工作

会议正式定调，

2011

年整体的信贷

投放将正式启动。 “第一个月还是会

比较多， 但相对现在的市场需求， 额

度可能会在结构上显得偏紧。 正常的

企业用款可以得到满足， 但地产等一

些限制性行业拿贷款仍较困难。” 前

述国有大行广东省分行人士称。

券商集合计划去年末争相问世

新成立股票混合类九成负值过年

� � � �

2010

年

12

月共有

21

只券商

集合理财产品成立， 创下该类产品

月度新发产品数量新高。 这些抢在

去年岁末出生的产品生不逢时， 一

出生就赶上市场暴跌。 统计显示，

依然有九成的混合型、 股票型产品

带着负收益进入新年。

数据显示， 成立于

12

月的

21

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

17

只产品公

布了业绩。 截至

12

月

31

日， 除两

只债券型产品 （东海稳健增值和招

商智远稳健

4

号） 和一只

FOF

产品

（金泉友

2

号） 净值为正之外， 全

部

14

只股票型和混合型产品中有

12

只收益为负值， 占比达

90%

，

仅有的收益为正两只产品———浙商

金惠

3

号和浙商金惠引航， 净值也

仅为

1.0035

元和

1.0102

元。

西南证券、 红塔证券、 财通证

券等初次试水集合理财的券商， 首只

产品均以负值交出第一份成绩单， 上

述三家券商旗下的独苗产品———珠峰

1

号、 红塔登峰

1

号和金色钱塘核心

动力， 净值分别为

0.9994

元、

0.9944

元和

0.9699

元。

据朝阳永续公布的

2010

年券商

集合计划成绩单， 去年收益最高的前

三名产品为浙商金惠

1

号、 东方红先

锋一号和申银万国宝鼎一期， 收益分

别为

29.8%

、

24.94%

和

22.52%

。 而

在

12

月

20

日时， 上述产品的收益都

还在

33%

以上，

2010

年的最后一场

“大雪”， 让集合理财产品收益受损超

过

10%

。 在全部

138

只公布业绩的

产品中， 仅有

11

只产品

12

月份的收

益为正。 混合型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号

称以仓位控制灵活见长， 但是这类产

品去年却损失最重。

其实， 券商资管对去年

12

月的

股市下跌早有防备。 据了解， 早在去

年

12

月初， 多家券商资管就已经开

始减仓， 平均仓位减至

40%

左右。 但

即便如此， 券商理财计划依然未能逃

过此劫。

“去年我们一路减仓， 但是依然

损失很大。” 某券商资管总经理表示，

“我们去年

12

月份新成立的理财计

划， 虽然仓位很低 ， 但截至目前也

损失不小。”

尽管新产品一问世就遭遇股市

“大雪”， 但是资管老总们对新的一年

还是很有信心。 “投资集合理财产品

就象长跑运动， 现在看着净值下跌有

些难受， 但是未来市场看好，” 一位

资管总经理表示。

据了解， 元旦假期刚过， 券商资

管已经开始布局

2011

年的产品。 多

家券商表示， 新的集合计划产品设计

已经完成， 春节过后就会推出。 南方

某家券商计划推出的新款集合计划产

品多达

4

只。

三大顽疾缠身

券商自营未脱“草莽”外衣

多家券商自营抛却价值投资， 热衷于短线操作

� � � �

A

股迈入机构投资者时代早

已多时， 但部分券商自营部门的

“草莽” 风格依旧十足。

来自权威渠道的调查显示，

部分券商在自营业务上的合规管

理极不到位， 存在着缺乏制衡与

决策机制、 “拍脑袋” 投资及自

营规模超标等三大顽疾。

三大顽疾

2005

年

11

月， 证监会下发

《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指引》，

对券商权益类自营投资业务做出

了一系列的规范。 自此， 券商自

营业务总体上步入了规范发展的

时代。

不过， 部分券商自营投资中

存在的一些 “顽疾” 至今未改。

决策机制不健全是所有机构

投资者实务操作中的第一大忌，

但部分券商自营却严重缺乏合理

的决策机制， 甚至总裁亲自操刀

自营实战业务。

“总裁亲自操刀， 无投资决

策、 止盈止损机制， 由此无人能

够制约制衡， 往往造成巨额亏

损。” 上述权威渠道的调查如此

显示。

上海某大型券商自营人士指

出，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中小券

商， 在新业务资格缺乏、 投行弱

势的情况下， 高管就会把业绩目

标全部压在自营业务上， 进而直

接干预或遥控指挥自营业务的实

战操作。”

缺乏研究支持亦是部分券商

自营操作中存在的另一大硬伤。

据证券业内人士透露， 行业相当

数量券商自营部门不重视研究环

节， 对公司基本面和背景不进行

深入挖掘， 大多仍对 “消息” 喜

闻乐见。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自营

的风险。 以广东某券商为例， 在

未经过充分研究的情况下， 该券

商自营部门在

2010

年一季度重

仓杀入某主营业务为银行、 房地

产、 港口的综合投资类上市公

司， 彼时监管层正在对银行、 房

地产实施严格的调控政策， 且国

内外贸出口形势正遭受人民币升值

的巨大压力， 导致该上市公司股价

上半年持续暴跌， 该券商自营也遭

受了巨大的亏损。

另据相关规定， 券商权益类自

营投资规模不得超过净资本的

100%

。 但在实际操作中， 部分券商

自营 “无意” 或 “有意” 碰触了这

一 “红线”。

“自营被动超标是指持仓股票上

涨后， 持仓市值被动超过了净资本，

这种情况券商可以调节， 并不违规；

自营主动超标的情况多发生在去年

下半年， 一些券商在市场上涨的情

况下超比例投资股票， 造成了违

规。” 上海某大型券商自营人士认

为。

操作短线化

除却上述三大顽疾之外， 多家

券商自营似乎并不钟情 “价值投资”

理念， 转而将短线化操作演绎得淋

漓尽致。

以深圳惠程为例， 该公司前十

大流通股东资料显示， 中信证券和

西部证券于去年一季度重仓买入该

股， 中信证券于去年三季度全部抛

售该股； 而广州证券于去年二季度

重仓买入该股， 但在随后的三季度

中也悉数抛售完毕。

再以丰原药业为例， 该公司前

十大流通股东的资料显示， 中信

证券和中投证券均在去年二季度

重仓杀入该股， 但在三季度即均

全部抛售。

事实上， 不少券商去年自营持

仓变化颇为频繁。 深圳某券商自营

负责人表示， “在震荡市下， 只能

短线、 短线再短线， 去年很多券商

的持仓结构几乎每个月都有很大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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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 天津地区公布全成本佣金的

98

家营业部

中， 大券商全成本佣金率明显要高出中小券商全成本佣

金率， 前者网上交易的全成本佣金率基本都在

1.5‰

以

上， 后者网上交易全成本佣金都在

1.5‰

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