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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修为主外援为辅

券商给力投顾培训

证券时报记者 邱晨

新年伊始

，

面对较大的投顾

队伍缺口

，

各家券商均加快了投

资顾问的培训进度

。

据了解

，

目

前投顾培训工作主要由券商自家

的研究所承担

，

但券商研究所也

会从外部聘请其他培训公司

，

作

为投顾培训工作的外援和补充

。

据悉

，

目前券商行业整体面

对近万人的投顾缺口

，

因此

，

招

聘投顾人员

，

通过培训实现其尽

快上岗已成为当前券商经纪业务

的主要工作

。

据了解

，

目前大多

数券商研究所肩负了投顾培训的

主要工作

，

同时券商也将部分投

顾培训工作外包给社会上培训机

构

，

形成研究所为主

，

培训机构

为辅的投顾培养体系

。

深圳某大型券商研究所负责

人表示

，

券商研究所最主要是职

责是要教会新来的投顾如何正确

地研读报告

。 “

首先

，

他们要了

解公司研究是怎么做的

。”

该负责

人称

，

投顾在研究所参观学习的

过程中

，

有机会参与研究报告出

炉前从资料收集﹑ 公司调研到报

告撰写的整个流程

，

这将有助于

其在阅读研究报告时正确地理解

报告撰写者的逻辑思路

，

并建立

起自己的投研逻辑

。

“

有的投顾一来就问我们

，

你 们 是 不 是 要 教 我 们 怎 么

‘

做

庄

’、

怎么选股啊

？”

深圳某券商

研究所所长笑着表示

，

由于目前新招

聘的投顾人员比较多

，

水平也参差不

齐

，

因此在培训工作中常常遇到许多

问题

。

培训时必须照顾到各类新人

，

课程往往只能由基础开始

。

另一方面

，

外部培训机构通常会

提供一些专题讲座

，

其内容除了包含

金融学﹑ 营销学等基本课程外

，

也有

为券商量身打造的

“

客户销售和谈判

技巧

”

﹑

“

理财规划

”

等课程

。

在谈及两种培训模式的优缺点

时

，

有接受过培训的投顾表示

，

外

聘老师所教授的知识专业性很强

，

内容也更为新颖和有趣

，

但却常常

与实际工作中遇到的 问 题 相 差 较

远

。

另一方面

，

由于券商自家研究

所具备更为充裕的时间来安排培训

课程

，

因此培训工作也可以更加完

善和系统地开展

。

再加上研究所分

析师与投顾工作有类似之处

，

所以

研究所教授的内容相对更加贴近实

际工作

。

据了解

，

虽然多数券商都已初步

制定了投顾培训的流程

，

但在培训内

容﹑ 培训时间和考核制度方面还没有

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

。

“

培训通常由总部层面统筹

，

但

每家营业部也都有自己的培训计划

。”

某券商经纪业务负责人表示

，

该公司

规定投顾在研究所的培训时间为期

1

个月

，

而聘用外部老师进行的专题讲

座课程将持续

4

至

6

天的时间

。

各家

营业部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

，

适当安

排额外的专题课程

。

中型券商研究所崛起

蚕食老牌券商基金分仓收入

证券时报记者 黄兆隆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券商

研究所的快速壮大正应验着这句

话。 随着高分成激励机制的盛行，

部分券商研究所基金分仓收入节

节攀升。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随着基金分仓收入大幅提升， 去

年部分中型券商按销售收入

50%

的比例进行分成， 现金分红最高

超过

1

亿元。

中型券商大跃进

去年的震荡行情， 使得公募基

金资产规模出现一定程度的缩水，

也导致卖方研究基金分仓收入下

滑。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传统老券

商的市场份额正在被崛起的中型券

商所蚕食， 市场集中度降低。

公开数据显示， 去年上半年，

券商共获得基金分仓收入

28.42

亿

元， 据此推算， 去年全年要超过

2009

年

63.6

亿元分仓收入的可能

性不大。 分仓收入排名前五位的券

商虽仍占据着近

30%

的市场份额，

但份额在降低。 排名前六至前二十

位的券商， 特别是排名在前六至前

十位的券商， 份额缩水更为明显。

去年上半年， 分仓收入排名前

五位的券商累计份额为

28.6%

， 较

2009

年降低

7.77%

； 前十大券商

累计份额为

49.52%

， 较

2009

年降

低

3.62%

。

“

2010

年， 像华泰联合、 长

江证券、 东方证券等券商抢得比较

厉害， 这个市场交易佣金总量就那

么大， 在一些券商的极力拼抢下，

大券商研究所难免会受影响。” 深

圳某大型券商研究所负责人表示，

“年会中， 高层已经对我们的收入

下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也是我

们研究推行分仓派点的原因———要

改革绩效激励机制。”

加大团队激励

分仓派点只是一方面， 加大对

研究所的投入， 提高团队薪酬激励

正在业内盛行。 这也使卖方研究成

本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 在业内人

士看来， 券商研究所已经从单纯的

做品牌转向了更为高、

精、 专的核心业务。

据了解， 华泰联

合、 长江证券、 东方

证券等券商均推行了

一套灵活的绩效激励

体系， 给予研究所充

分的自主权， 其中尤

其注重对团队的激

励。 以东方证券为

例， 近年来该券商的

基金分仓收入呈现跨

越式发展， 连续三年

增长幅度超过

60%

，

去年该券商的基金分

仓收入更是逼近

2.5

亿元， 超越了海通证

券等老牌券商。

“与过去净收入分成不同的是，

业内目前也比较流行以纯销售收入分

成的模式来刺激研究所争抢基金分

仓， 这一比例甚至高到

50%

， 按此比

例， 研究所自留分红能超过

1

亿元。”

上海某大型券商负责人表示， “另一

方面， 研究所的成本由公司层面支

持， 其他业务部门利润甚至可以拿来

补贴研究所。”

“加大人力成本， 这是最关键

的。” 某中部券商研究所负责人表示，

“对于研究而言， 要想快速在市场中

打响品牌， 提升卖方研究市场占有

率， 就必须培养出一批底子深厚、 研

究扎实的团队， 无论是挖人还是培

养， 都必须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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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神州

3

号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

证券时报记者 李际洲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获悉， 南京证券神州

3

号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于

2011

年

2

月

1

日成立， 该集合计划共计募集金额

9.3

亿

元， 有效参与户数

2945

户。 该集合计划自成

立之日起前

3

个月为封闭期， 封闭期满后每月

15

日

-19

日开放， 委托人可在开放期间办理

申购和退出业务。

业内人士称， 南京证券神州

3

号灵活配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

2010

年末基金销售艰难

的情况下成功募集

9.3

亿元， 说明券商理财产

品在资本市场中的认可度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西南证券总部迁入新址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西南证券今日公告， 即日起该公司总部办

公地址乔迁新居， 由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2

号合景国际大厦搬迁至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此外， 根据有关批复， 该公

司重庆南川南大街证券营业部已迁至安徽省合

肥市开业， 并更名为西南证券合肥长江中路证

券营业部。

农行北京分行

３００

亿授信

支持首都城乡一体化建设

据新华社电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近日与北京市大

兴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

3

年

内， 农行北京分行将对大兴区经济发展提供不

少于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意向性信用额度， 用于支

持大兴区城乡一体化建设。

依据协议， 农行北京分行将积极支持大兴

区域内的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对榆

垡新航城旧村改造建设， 开发区扩区建设， 京

津塘经济带建设， 庞各庄、 魏善庄、 采育、 安

定四个中心城镇建设， 以及纳入北京市重点村

改造项目等重大项目加大信贷投入力度， 并在

未来

3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提供不少于人

民币

３００

亿元的意向性信用支持， 保障北京市

大兴区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促进大兴区经济

持续协调发展。

签约仪式上， 农行北京分行大兴支行分别

与北京兴联安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宏展投资公

司、 北京南海子投资公司签订城乡一体化合作

协议， 提供总额

４９

亿元的意向融资额度。

农行北京分行作为农业银行在首都地区的

重要分支机构，

２０１０

年在北京同业中率先支

持首都城乡一体化建设， 专门研发 “城乡一体

化综合建设贷款” 产品解决重点城中村改造中

的融资难题。 据统计，

２０１０

全年， 农行北京

分行实际投放重点城中村建设贷款

１０９

亿元，

近期待投放和正在运作项目还有

１７０

亿元。

西藏将逐步实现

乡乡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据新华社电

西藏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日前通过的 《西藏

自治区 “十二五” 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纲要》 指出， 西藏将通过金融机构基础网点

和电子渠道等多种方式， 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

白乡镇， 逐步实现乡乡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十二五” 时期西藏将推进和引导金融机

构向农牧区延伸服务， 提升农牧区金融服务可

获得性和金融服务均等化水平。 西藏银监局局

长扶明高说， 西藏将配置更多的金融服务资

源， 提升对广大农牧区的服务水平。

其中， 西藏银监局将推动工行西藏分行、

邮政储蓄银行西藏分行、 建设银行西藏分行和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逐步在没有设立网点的地区

建立分支机构， 开展银行金融服务。 在乡镇一

级邮政所建立邮政储蓄业务的代理网点， 争取

基本实现在全区范围内 “有邮政网点即有邮政

储蓄银行服务” 的目标。

同时加大农业银行西藏分行服务力度， 继

续在没有银行网点的乡镇一级所在地设立分支

机构。

两融业务“兔” 飞猛进 券商考核加码

两融运作未满一年， 试点券商悉数下达考核指标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获悉， 在融

资融券业务

2011

年规划中， 前三

批

25

家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券商悉

数提出将该项业务打造成新的盈利

点， 其中多家大型试点券商则制定

了更为详细的考核指标， 包括成本

与收益核算、 融资融券日均余额以

及市场份额等。

多数券商目标 “激进”

深市公布的会员信用交易信息

显示， 截至去年底， 首批试点券商

中的海通证券该项业务市场份额超

过

17%

， 居首位。 第二批试点券商

中的招商证券市场份额达到

8.62%

，

超过部分首批试点券商的市场份

额。 此外， 安信证券目前的沪深两

市融资融券余额已突破亿元， 在第

三批试点券商中处于领先位置。

深圳某试点券商融资融券业务

负责人表示， 海通证券、 招商证

券、 安信证券均为同批次获批试点

资格的其他券商提供了示范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 这也提升了前三批

25

家融资融券试点券商将该项业

务打造成新盈利点的积极性。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在试点

券商制定的

2011

年该项业务规划

中， 一家位于深圳的某第三批试点

券商目标跃升幅度最大， 计划将

2011

年融资融券日均余额提升至

10

亿元。 目前， 该券商融资融券余

额刚刚突破

1

亿元。

而上海某试点券商业务人员则

表示， 该公司在制定融资融券余额

目标时， 已考虑到市场行情的影

响， 将重点突出市场份额， 如果监

管层适时放宽融资融券标的范围、

顺利推出转融通业务和扩大试点券

商的范围，

2011

年底融资融券余额

有望逼近

500

亿元， 按照

15%

的市

场份额计， 该公司的融资融券余额

也将提升至

75

亿元， 达到目前业

务量的

3

倍。

对于上述券商制定的目标， 市

场人士均选择用 “激进” 来形容，

但无一例外地表示这个目标并非不

能实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

券商衍生品研究员表示， 融资融券

业务规模不仅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

更重要的是受制于监管层的政策。

份额与收益考核并重

在制定

2011

年融资融券业务

目标的同时， 部分券商甚至还将融资

融券业务考核指标进行了细化， 主要

包括成本与收益核算指标、 融资融券

日均余额和市场份额等。

上述深圳试点券商业务人员表

示， 在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初期的

2010

年， 各家试点券商基本没有对融资融

券业务进行考核。 但在今年制定的规

划中，

25

家试点券商悉数将该项业务

提升至新的盈利点的高度， 并制定了

详细的考核指标。

上述深圳试点券商业务人员还透

露， 各家券商对该项业务考核的指标

不尽相同， 但不约而同地重点考核市

场份额和净利润。 在净利润考核方

面， 前三批试点券商将资金成本定在

2%-4%

之间， 超过资金成本的部分将

与部门和个人的收入挂钩。 而在市场

份额考核方面， 不仅考虑融资融券余

额这一绝对量， 同时着重突出考核日

均融资融券余额与市场日均融资融券

余额的比值， 后者将过滤掉市场行情

对业务规模的影响， 这较单纯考核业

务量要科学得多。

两融上月成交

287

亿 券商入账

1.24

亿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统计数据显示

，

沪深两市融资融

券业务今年

1

月份共成交

286.82

亿

元

，

为券商贡献佣金收入约

2800

万

元

。

此外

，

两市融资融券余额由月初

的

128.57

亿元

，

稳步攀升至月末的

144.14

亿元

，

为券商贡献的融资利息

和融券费率分别达到

9600

万元和

19.34

万元

，

三者合计券商共可入账

1.24

亿元

。

沪深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

虽

然今年

1

月份单日融资交易量

（

融

资买入额加融资偿还额

）

达到

14.34

亿元

，

较去年

12

月份环比上升

8.6%

，

但由于今年

1

月份仅有

20

个

交易日

，

较去年

12

月份少了

3

个交

易日

，

1

月份累计

286.82

亿元的融

资交易量实际上环比下降了

5.5%

。

按照目前各家券商对融资融券

业务收取

1‰

平均佣金率的较低假

设计算

，

286.82

亿元的交易量为

25

家试点券商贡献的收入达到

2860

万元

。

沪深交易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

今年

1

月份

，

两市融资融券余额由月

初的

127.72

亿元

，

稳步攀升至月末的

144.14

亿元

。

其中

，

融资余额由月初

的

127.61

亿元上升至月末的

143.83

亿

元

，

而融券余额则由月初的

1101.21

万元上升至月末的

3156.51

万元

。

按照目前

8.35%

的融资利息和

10.35%

的融券费率计算

，

今年

1

月融

资融券业务合计为

25

家试点券商贡

献的利息收入为

9619.34

万元

。

记者调查发现

，

前两批试点券商

在融资融券业务上的市场份额仍高达

95%

，

但呈现下滑趋势

。

而安信证券

等第三批试点券商在该项业务上的市

场份额则有所提升

，

据了解安信证券

融资融券余额已突破亿元

。

业内人士

表示， 虽然今年 1 月份

融资融券业务为券商贡献的收入仅为

1.24 亿元， 但

随着融资融券标的范围

的进一步扩大

、

转融通业务顺利推出

和融资融券试点券商扩容

，

今年融资

融券业务为券商贡献的收入超越资管

业务仍为大概率事件

。

去年新增证券营业部

871

家

证券网点相对饱和地区增多， 新设证券网点西进势头猛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2010

年全年， 券商营业部新

增

871

家， 同期证券营业网点的相

对饱和区域数量也明显增加。 此

外， 券商向西部地区扩张营业网点

的势头也比较猛。

相对饱和地区增多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

的 《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地区名

单》，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全

国已有

25

个省市不少区域进入证

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区域名单。 这

些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区域大多

集中在省会城市或经济相对发达的

大中城市中心区域， 而三线及以下

城市和区域则很少进入证券营业网

点相对饱和地区名单。

以北京、 深圳为例， 北京市进

入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地区名单

就几乎全部集中在市中心区域， 包

括东城区、 西城区、 海淀区、 朝阳

区， 而大兴、 通州等地区则证券营

业部数量较少。 深圳证券营业网点

相对饱和的地区有福田区、 罗湖

区、 南山区， 而宝安区、 龙岗区等

原关外区域证券营业网点则处于未

饱和状态。

与

2010

年初公布的证券营业

网点相对饱和地区名单相比， 去年

12

月底全国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地区

数量明显增加。 其中， 又以河南、 辽

宁、 浙江和江苏为甚， 河南和辽宁去

年新增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地区数

量均为

15

个， 浙江和江苏则分别为

13

个和

10

个。 山东、 广东和陕西证

券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地区数量也明显

增加， 去年这三个省份分别新增了

9

个、

9

个和

7

个证券营业网点相对饱

和地区。 此外， 北京、 上海证券营业

网点相对饱和地区数量均有增加。

新设网点大力西进

根据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 全国共有证券营业

部

4573

家， 较

2010

年初新增

871

家。 新增营业部几乎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 市、 自治区， 其中新增证券营

业部最多的省份为浙江省， 去年一年

新增了

83

家。 其次为福建省， 去年

新增证券营业部

64

家。

新增的

871

家证券营业部中，

276

家新设在东南沿海， 占新增总数

的

31.69%

； 中部地区新设

258

家，

占新增总数的

29.61%

； 东北地区新

设

68

家， 占新设总数的

7.80%

； 西

部地区新设

269

家， 占新设总数的

30.88%

， 仅次于东南沿海地区。 尽

管东南沿海经济发地区依然是券商网

点新设首选地， 但随着这些地区证券

营业网点相对饱和区域的不断增多，

券商也开始发力西进。

统计还显示， 去年新增证券营业

部数最少的

3

个省份为西藏、 宁夏和

青海， 从去年年初到年底分别新增证

券营业部

1

家、

2

家和

3

家。 值得一

提的是， 此

3

个省份合计拥有证券营

业部数尚处于全国后三位。

从拥有证券营业部数排名上， 广

东省以

613

家位居第一位。 紧随其后

的为上海市和浙江省， 分别拥有证券

营业部数

476

家和

333

家。 此外， 拥

有证券营业部数超过

200

家的省份还

有江苏、 北京、 山东、 辽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