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总报告

（摘要版）

第一章

２０１１

年证券业发展现状

一、 证券行业总体情况

（一） 证券公司发展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 全国共有证券公司

１０９

家，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增加了

３

家。

１．

证券公司资产规模。

２０１１

年， 证券公司总资产规模合

计

１．５７

万亿元， 同比减少

２０．３％

； 平均每家证券公司总资

产为

１４４．０４

亿元。 全部证券公司净资产规模合计为

６３０３

亿元， 同比增加

１１．２８％

； 平均每家证券公司净资产为

５７．８３

亿元 （见表

１－１

）。

表

１－１ ２０１１

年证券公司规模和经营业绩

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同比增长 （

％

）

营业收入 （亿元）

１３６０ １９１１ －２８．８６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亿元）

６８９ １０８５ －３６．５１

证券承销及保荐业务净收入 （亿元）

２４１ ２７２ －１１．２６

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亿元）

２１ ２２ －３．９５

证券投资收益 （含公允价值变动） （亿元）

５０ ２０７ －７５．９６

净利润 （亿元）

３９４ ７７６ －４９．２６

总资产 （亿元）

１５７００ １９７００ －２０．３０

净资产 （亿元）

６３０３ ５６６４ １１．２７

净资本 （亿元）

４６３４ ４３１９ ７．２９

注：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２．

证券公司业务利润变动和收入结构情况。

２０１１

年证券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６０

亿元， 同比下降

２８．８３％

； 实现净利

润

３９４

亿元， 同比下降

４９．２３％

。 在营业收入的细项数据方

面，

２０１１

年证券行业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达

６８９

亿元，

证券承销与保荐及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

２４１

亿元， 受托客户

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２１

亿元， 证券投资收益 （含公允价值

变动）

５０

亿元。 经纪、 承销保荐及财务顾问业务依然是证

券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所占比重分别为

５１％

和

１８％

。 从统

计数据来看， 证券行业收入结构正在逐步优化。 传统上作为

证券公司收入来源支柱的经纪业务占比逐步下降， 而随着创

业板的开启，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占比继

２０１０

年大幅提高后

继续提高了近

４％

。

３．

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情况。

２０１１

年证券公司注册从业人员

数达到

２６１８０２

人。 其中， 注册为一般从业人员的

１９４２４１

人，

证券经纪业务营销人员

９３７１

人， 证券经纪人

３７４５６

人， 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 （分析师）

１９５８

人，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投资

顾问）

１８２３１

人，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其他）

５４５

人。

（二） 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发展状况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底， 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中国证监会”）年检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共有

８８

家。 分地区

来看， 排名前

３

位的分别是上海

１９

家， 北京

１８

家， 深圳

９

家。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注册的执业总人数为

１２１５

人。

（三）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发展状况

目前， 我国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信用评级机构共有

６

家， 包括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

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公司、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和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

有限公司。 其中，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获准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项

调查统计，

２０１１

年

６

家资信评级机构总收入约

３２０５１

万元，

比

２０１０

年总收入增长

７０％

。 其中， 证券资信评级业务总收

入约为

３８７６

万元， 占总收入的

１２％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我

国

６

家证券资信评级机构的员工总数达

８１５

人， 其中评级分

析师人员数量为

４５８

人。

二、 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情况

（一） 经纪业务

２０１１

年， 受欧债危机持续扩散以及国内货币紧缩政策

的影响， 沪、 深两市股指大幅下挫， 市场交投活跃度明显下

降。 同时， 受证券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经纪业务佣金率进

一步下滑， 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收入大幅减少。

１．

市场规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境内上市公司数

（

Ａ

、

Ｂ

股） 达到

２３４２

家， 同比增加

１３．５２％

； 股票发行股本

３６０９６

亿股， 同比增加

８．７７％

， 其中流通股

２８８５０

亿股， 增

加

１２．５１％

； 两市总市值

２１．４８

万亿元， 同比下降

１９．０９％

；

流通市值

１６．４９

万亿元， 同比下降

１４．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市场

成交额较

２０１０

年明显减少。 股票成交

４２．１６

万亿元， 基金

成交

０．６４

万亿元， 权证成交

３４７４

亿元， 分别较上年下降

２２．７２％

、

２９．２４％

和

７６．８２％

。 交易所债券成交

２０．６６

万亿元，

较

２０１０

年上升

２０３．５６％

。

２．

股票账户情况。

２０１１

年， 沪、 深两市股票账户的增长数

量和增长幅度都明显低于

２０１０

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两市股

票账户净增

１０９２．８７

万户 （含三板账户合并数）， 同比增长

７．０７％

； 两市基金账户总数为

３７１２．３０

万户， 同比增长

３０８．０５

万户， 增长幅度为

９．０５％

， 是近

４

年来净增户数最多

的

１

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沪、 深股票账户数合计为

１６５４６．９０

万户， 有效股票账户

１４０５０．３７

万户。 其中，

Ａ

股有效账户

１３７９８．２１

万户，

４３．８８％

的账户近

１

年内参与了二级市场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底， 持仓的

Ａ

股账户数

５６９４．１８

万户， 占全部

Ａ

股有

效账户的比重为

４１．２７％

。 从

Ａ

股账户结构来看， 自然人账户

占比达到

９９．６％

。 但从

Ａ

股账户数的增长趋势来看，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１

年底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企业年金等机构投

资者的增幅都远高于自然人的增幅 （见表

１－２

）。

表

１－２ ２０１１

年

Ａ

股账户结构及变化数据

２０１１

年末

Ａ

股账户数

２０１０

年末

Ａ

股账户数

增减变化

幅度

（

％

）

２０１１

年末

Ａ

股账

户数结构 （

％

）

自然人

１６２ ３３４ ２３２ １５１ ４６０ ３６６ １０ ８７３ ８６６ ７．１８ ９９．６２３７

证券公司自营

９６ ２７７ ９８ ２５６ －１ ９７９ －２．０１ ０．０５９１

证券公司集合理财

５６６ ３７２ １９４ ５２．１５ ０．０００３

证券投资基金

１ ７６９ １ ４００ ３６９ ２６．３６ ０．００１１

基金公司专户理财

产品

１ ５７２ １ １９６ ３７６ ３１．４４ ０．００１０

社保基金

１８０ １６８ １２ ７．１４ ０．０００１

企业年金

４ ０４０ ３ ３１５ ７２５ ２１．８７ ０．００２５

ＱＦＩＩ ２３９ ２１４ ２５ １１．６８ ０．０００１

保险

１ ０５１ ９９８ ５３ ５．３１ ０．０００６

信托

１１ ６２２ ９ ２８４ ２ ３３８ ２５．１８ ０．００７１

一般机构

４９５ ８６９ ４６５ ０６５ ３０ ８０４ ６．６２ ０．３０４３

资料来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３．

经纪业务收入情况。 受交易额下降和佣金率持续下滑

的影响， 证券经纪业务的收入明显下滑。 全行业代理买卖证

券业务净收入

６８８．８７

亿元， 较上年下降了

３６．５％

。

２０１１

年

行业平均佣金率为

０．０８１％

， 较上年下滑了

１５．２５％

。

４．

市场集中度情况。

２０１１

年， 证券经纪业务市场集中度继

续呈现下降趋势。 排名前

２０

位的证券公司合计股票、 基金市场

份额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１．６１％

，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底的

６０．８０％

。

５．

营业部网点数量情况。 证券公司营业部网点数量呈现稳步

上升的趋势。

２０１１

年达到了

５０３２

家， 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

４０４

家。

（二） 投资银行业务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１

年证券市场股权融资下降明显。

Ａ

股市场通过

ＩＰＯ

、 增发、 配股和权证行权累计境内融资

５０７３．０７

亿元， 同比下降

４３．３５％

。

１．

股权融资情况。

（

１

） 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共完成首次公开发行项目

２７９

家， 募集资金

２８２５．０７

亿元， 平均每家

１０．１３

亿元； 募

集资金同比减少

２０５７．５６

亿元。 其中， 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

市的项目有

１１１

家， 募集资金

９７６．８５

亿元， 占市场

ＩＰＯ

融

资量的

３６．４４％

； 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项目有

１２３

家， 募集

资金

７３６．９７

亿元， 占市场

ＩＰＯ

融资量的

２７．４９％

。

（

２

） 公开增发。

２０１１

年共完成公开发行增发项目

１０

家， 募集资金

１３２．０５

亿元， 平均每家募集资金

１３．２１

亿元；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发行家数相同， 募集资金减少

２４５．０９

亿

元。

２０１１

年公开发行增发最大的项目为河北钢铁， 募集资

金

１６０．１５

亿元。

（

３

） 非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共完成非公开发行项目

１７３

家， 共计募集资金

１６６４．５０

亿元， 平均每家融资

９．６２

亿元；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发行家数增加

６２

家， 募集资金减少

４２９．６５

亿元。 融资量最大的前

５

家项目是： 华夏银行 （

２０２．０９

亿

元）、 广发证券 （

１２１．７９

亿元）、 上港集团 （

７９．２２

亿元）、 大

唐发电 （

６７．４０

亿元） 和山煤国际 （

５５．００

亿元）。

（

４

） 配股。

２０１１

年共有

１４

家公司实施配股， 总计募集

资金

４２１．９６

亿元， 平均每家

３０．１４

亿元；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发行家数减少

６

家， 募集资金减少

１０６５．６６

亿元。 募集资金

量最大的前

５

家公司分别为中信银行 （

１７５．６１

亿元）、 武钢

股份 （

８３．４６

亿元）、 天威保变 （

２４．４８

亿元）、 中孚实业

（

２４．２９

亿元） 和中远航运 （

２１．１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共有

６４

家证券公司完成

１

家以上的主承销项

目。 按承销金额排名，

２０１１

年排名主承销商前

５

位的证券

公司分别为中信证券、 国信证券、 平安证券、 中金公司和安

信证券， 承销金额分别为

７１１．８５

亿元、

４６５．１１

亿元、

３３８．４３

亿元、

２８６．８４

亿元和

２７１．７４

亿元。 按承销家数排名，

２０１１

年排名前

５

位的主承销商分别为平安证券、 国信证券、 海通

证券、 招商证券和广发证券， 项目数量分别为

４２

家、

４１

家、

２２

家、

１９

家和

１８

家。

２．

债券发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有

９

家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募集资金

４１３．２

亿元， 平均每家

４５．９１

亿元；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发行家数增加

１

家， 募集资金减少

３０４．１

亿元。

８３

家公司发行公司债， 发行总金额

１２９１．２０

亿元， 平均每家

１５．５６

亿元。 企业债券共发行

３５５３．９４

亿元。

３．

并购业务情况。

２０１１

年， 市场共有

５７

个并购重组项

目通过并购重组委员会的审核， 交易金额达到

２１４０．６４

亿

元。 最大

３

家分别是上海汽车定向增发、 深发展定向增发、

友谊股份定向增发和吸收合并项目， 涉及金额分别为

２９１．１９

亿元、

２９０．８０

亿元和

１９４．６８

亿元。

（三） 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国内已有

６０

家证券公司开展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 合计管理产品数量

２８４

只， 若剔除获批准尚未发

行的产品， 实际产品数量为

２７５

只， 资产份额

１４３９．４６

亿

份， 资产规模

１２８２．６５

亿元。

１．

证券公司理财产品发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证券公司共新发行集合理财产品

１０８

只， 其中，

股票型

７

只， 混合型

８１

只， 货币型

２

只， 债券型

１１

只，

ＱＤＩＩ ２

只， 其他型

５

只。

从新发行的产品数量上看，

２０１１

年的新发行量为历年

来最大， 但从单只规模上看， 规模持续下滑。 按投资类型划

分，

２７５

只产品绝大多数为混合型产品 （占比

７６％

）。 虽然

从总体上看， 近几年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规模持续增长， 但

２０１１

年由于股市持续低迷， 在每月基本上都有新发行产品

的情况下，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的规模仍逐渐下降。

２．

业绩情

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已投资运营的各类型证券公司理财产

品共

２７５

只， 其中实现正收益的有

４７

只， 占

１７．１％

； 有

７

只收益为

０

， 占

２．５％

； 其余亏损， 占

８０．４％

。

２０１０

年证券

公司理财产品的亏损面为

３０％

，

２０１１

年亏损面扩大的主要

原因在于

Ａ

股市场的持续低迷。 在

２０１１

年实现正收益的

４７

只产品中， 超过一半以上的产品为混合型， 股票型只占

４％

。 按投资类型进行分类分析， 所有

２７５

只产品中， 混合

型产品共

２０８

只， 其中

２５

只在

２０１１

年实现了正收益， 占比

１２％

； 股票型产品共

１０

只， 其中有

３

只产品在

２０１１

年取得

了正收益； 债券型产品共

３４

只， 其中有

１２

只在

２０１１

年取

得了正收益； 货币型产品共

７

只，

２０１１

年有

６

只产品取得

正收益，

１

只收益率为

０

； 受欧债危机影响，

４

只

ＱＤＩＩ

产品

２０１１

年全部亏损； 剩余

１２

只其他类型的产品收益率绝大多

数为负。

（四） 投资咨询业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的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

规定》 和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 明确将传统的证

券投资咨询业务区分为证券投资顾问业务和发布研究报告这

两种基本的服务形式， 并分别对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咨询公

司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风险控制制度建设、 利益冲突防

范、 流程规范、 执业原则和禁止性行为等提出了相应的要

求。 上述两个基础性制度规范的颁布及实施， 为我国证券投

资咨询业务提供了操作规范和制度保障， 为我国证券投资咨

询业务的健康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１．

投资顾问业务情况。

２０１１

年是投资顾问业务快速发展

壮大的一年。 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项调查统计

(

为做好 《中国

证券业发展报告 （

2012

）》 的编写工作， 中国证券业协会就

投资顾问业务、 发布研究报告业务开展情况做了专项调查。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研究报告业务的专项调查统计样本

总数为

92

家证券公司。 如无特别说明， 本报告均以此为基

础统计分析。

)

表明， 目前业内有

８３

家证券公司已开展投资

顾问业务， 其中

５５

家设立了从事及管理投资顾问业务的独

立部门 （以下简称 “投顾部门”）。 投顾部门普遍承担制定投

资顾问管理制度与工作流程、 公司投资顾问团队的日常管

理、 团队建设、 考核督导和风险监控等业务管理工作， 部分

公司的该部门还具备投资顾问业务线的人事任免权与预算管

理权。

调查表明， 目前证券公司投资顾问业务的组织分工形式

分为总部为主、 分支机构为主和两者分工协作三种形式， 其

中两者分工协作占了半数以上。 大部分证券公司总部设有投

资顾问业务业务岗位， 所有参与调查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均

有从事投资顾问业务的团队。 证券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中从

事投资顾问业务的团队规模平均扩大五成左右 （见表

１－３

）。

表

１－３

证券公司投资顾问业务情况

总部设有投资顾问业务业务岗位的证券公司数量

８３

家

总部设有投资顾问业务业务岗位的证券公司调研占比

９６．５％

总部投资顾问平均团队规模

１７

人

分支机构设有投资顾问业务业务岗位的证券公司数量

８６

家

分支机构设有投资顾问业务业务岗位的证券公司调研占比

１００％

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平均团队规模

１７８

人

２．

发布研究报告业务。

（

１

） 证券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

会专项调查统计，

２０１１

年， 设有研究部 （所） 的

８８

家证券

公司， 总共发布研究报告数量为

１６２３５７

篇， 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２３％

。 在这些报告当中， 深度报告为

１５２８３

篇， 比

２０１０

年

增长

２１％

。 从产品体系的拓展和完善上讲， 衍生品研究、

特别覆盖研究、 理财产品研究、 大宗商品研究、 财富研究、

中小市值研究、 （金融） 创新研究等新型研究层出不穷； 从

产品及服务的推广形式上来讲， 联合调研、 高端论坛、 电话

会议、 新媒体互动、 一对一会议、 一对一调研、 专题研讨

会、 上门一对一服务、 分析师互动、 销售经理交流、 委托定

制等新型推广形式不断涌现。

（

２

） 证券公司对研究的支持及经费投入情况。 据中国证

券业协会专项调查统计，

２０１１

年， 设有研究部 （所） 的

８８

家证券公司中，

５７

家进行了品牌推广，

６３

家加强了对机构

客户的研究推广和服务，

８２

家加强了对分支机构的支持。

而从经费投入上看，

２０１１

年， 证券公司研究所 （部） 的研

究经费增幅平均值为

３５％

， 仅有

１２

家证券公司研究所

（部） 表示其年度研究经费增幅出现下降。 尽管

２０１１

年市场

形势不容乐观且研究收入有所下降， 但证券公司对研究品

牌、 发布研究报告以服务机构客户及支持分支机构的重视程

度有增无减。

（

３

） 证券公司从事发布研究报告业务的人员情况。 据中

国证券业协会专项调查统计，

２０１１

年，

８８

家证券公司研究

部 （所） 的全部员工总数为

４３４７

人， 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９％

。

从人员的流入和流出来看，

２０１１

年， 证券公司研究部 （所）

新进员工数为

１５８０

人， 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２８％

； 离职员工数

为

８４０

人， 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３１％

。 证券业发布研究报告的研

究人员数量增长显著， 行业内的员工交流互动也较为频繁和

活跃。 从人员的知识及经验角度来看，

２０１１

年， 行业从事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的人员中， 博士学历及其以上员工数

为

４９７

人， 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２０％

； 具有

５

年以上从业经验的

员工数为

１０５８

人， 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５％

。 显然， 具有高级

知识学历及背景的从业人员增长速度较快， 从事发布证券研

究报告的证券公司研究人员从业经验更加丰富。

（五） 融资融券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我国正式推出了融资融券业务， 丰富了

我国资本市场信用交易机制， 提供了基础做空工具。 一方

面， 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 “单边市” 的先天缺陷， 为投资者

提供了风险对冲和管理的对冲工具； 另一方面， 通过引入杠

杆交易， 增强了市场流动性， 提高了投资者资金的使用效

率。 在经历了

２０１０

年的平稳运行后， 融资融券业务于

２０１１

年正式转为证券公司的常规业务， 并呈现出有序增长的态

势， 业务规模不断增加， 市场影响力逐步增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了 《关于修

改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 的决定》、 《关

于修改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 的决

定》。 随后， 沪、 深证券交易所于

１１

月

２５

日发布了 《融资

融券交易实施细则》， 对 《融资融券试点交易实施细则》 中

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由此前的

９０

只扩

容至

２８５

只， 融资融券业务由 “试点” 转为 “常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安信证券、 长城证券等

１４

家证券公司获得第三批

业务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共有

２５

家证券公司启动了融资融

券业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注册

资本为

７５

亿元， 其股东为沪、 深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不以营

利为目的， 其主要职责是开展转融通业务， 以及担负起对证

券公司融资融券、 转融通业务进行统计、 监测、 分析等职

责。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了 《转融通业务监

督管理试行办法》 等

３

个关于融资融券业务和转融通业务的

制度文件， 提高了融出证券余额占上市可流通市值的比例，

拓宽了融资融券业务发展的空间。

１．

交易规模。

２０１１

年， 融资融券市场交易规模逐步扩

大。 融资融券累计交易金额为

５８５５．９７

亿元， 月均增长

７．１３％

， 其中融资交易金额为

５３３１．０９

亿元， 融券交易金额

为

５２４．８８

亿元， 较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３７０．４６

亿元增长

３．８９

倍。

２０１１

年融资融券市场交易金额占

Ａ

股市场交易金额的

１．３９％

。 从月度数据来看， 年初交易金额占比为

１．３４％

， 然

后逐步增至

１０

月的

２．８９％

，

１１

月标的证券扩容至

２７８

只股

票， 由于新的标的证券交易金额较小， 因此比重下降较明

显。 融资融券余额为

３８２．０７

亿元， 相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７．７１

亿元

的余额增加了

１．９９

倍， 其中融资余额为

３７５．４８

亿元， 融券

余额为

６．５９

亿元 （见图

１－１

）。

图

１－１

融资融券交易金额占

Ａ

股市场交易金额比重变

化情况

２．

投资者情况。 融资融券业务的参与者数量持续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底， 信用账户开户数为

３４８６１０

户。 其中， 个人客户

为

３４７５０７

户， 占总客户数的

９９．６８％

； 机构客户为

１１０３

户。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客户量占

Ａ

股市场

参与者的比重为

０．２０％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 《统计月报》 中信用账户和

A

股账户开户数计算得出

)

。

２０１１

年， 信用账户开户数月平均增长率为

１９．８４％

， 其中个

人客户开户数月平均增长率为

１９．８７％

， 机构客户开户数月

平均增长率为

１３．４８％

。

（六） 直接投资业务

我国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正式启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中国证监会颁布 《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

监管指引》， 将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纳入常规监管， 允许

证券公司直投公司设立直接投资基金， 筹集并管理客户资金

进行股权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共有

３４

家证券公司获准开

展直接投资业务

(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

务的专项调查统计样本总数为

33

家直投公司。 如无特别说

明， 本报告均以此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

)

。

１．

总体情况。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项调查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证券公司直投公司注册资本共计

２５６．６

亿元； 共计管理

产业基金

５

只， 总规模

３３．５７

亿元； 设立直投基金

２

只， 募集

资金

２５．４７

亿元。 参加调查的

３３

家证券公司直投公司自开展直

投业务以来累计已投资项目

３５５

个， 对应投资金额

１７０

亿元；

已上市项目

４１

个， 对应投资金额

１１．５６

亿元； 已实现完全退出

项目

７

个。 证券公司直投公司员工队伍达

５１１

人。

从盈利能力来看， 自开展直接投资业务以来， 证券公司

直投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共计

１９．９７

亿元， 其中累计实现净

利润排名第

１

位的证券公司直投公司占合计净利润总额的

７４％

； 累计实现净利润排名前

５

位的证券公司直投公司占合

计净利润总额的

８９％

（见表

１－４

）。

表

１－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证券公司直投公司累计投资、 退

出及盈利情况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累计

投资情况

本年度新增投资项目

数量 （个）

１ ５ ５７ １４１ １５１ ３５５

对应投资金额 （亿元）

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７．４７ ６１．９８ ７７．５５ １６９．９９

项目上市情

况

本年度新增上市项目

数量 （个）

５ １４ ２２ ４１

对应投资金额 （亿元）

０．９６ ４．３０ ６．２９ １１．５６

项目退出情

况

本年度新增的全部退

出项目数量 （个）

７ ７

主要指标

注册资本 （亿元）

８．８１ ４７．５０ １３６．６０ ２０５．１０ ２５６．６０

净利润 （亿元）

０．０７ １．１４ ２．６６ ５．５７ １０．５２ １９．９７

直投公司员

工情况 （人）

１１ ７０ １５３ ３２２ ５１１

资料来源：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项调查统计数据整理

２．

证券公司直投公司管理资金规模、 投资、 退出及盈利

情况。 经过

４

年的投资期， 证券公司直接投资项目到

２０１１

年开始实现项目集中退出，

２０１１

年证券公司直投公司不仅实

现净利润

８９％

的同比增幅， 而且管理资金规模、 投资、 退出

均实现大幅增长。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项调查统计， 资金管理

规模方面，

２０１１

年证券公司直投公司总计管理资产规模

３１５．６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８％

， 其中， 注册资本金共计

２５６．６

亿元， 同

比增长

２５％

； 管理产业基金规模共计

３３．５７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２０％

； 管理直接投资基金规模从无到有共计

２５．４７

亿元； 投资

方面，

２０１１

年总计新增投资项目

１５１

个， 同比增长

７％

， 涉及

投资金额

７７．５５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５％

； 实现项目上市方面，

２０１１

年总计实现新增上市项目

２２

个， 同比增长

５７％

； 项目退

出方面，

３３

家公司

２０１１

年总计新增完全退出项目

７

个，

２０１１

年之前尚未有完全退出项目； 实现盈利方面，

３３

家公司

２０１１

年总计实现净利润

１０．５２

亿元， 同比增长

８９％

。

（七） 国际业务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尚处于以国内市场为依

托的初级阶段， 主要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 地域上则主要集

中在我国香港地区。

２０１１

年， 我国已有包括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 国泰君

安、 海通证券等在内的约

２０

家内地证券公司在香港设立了

分公司或子公司。 除了香港市场外， 我国证券公司也已在美

国、 欧洲、 新加坡等发达资本市场设立分支机构， 开始探索

向巴西、 日本、 韩国、 迪拜等市场拓展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方面， 在

２０１１

年香港市场

ＩＰＯ

和再融资

总额分别下滑

５０．２％

和

６１．３％

的情况下， 中资证券公司香港

市场

ＩＰＯ

和再融资业务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１２．５％

和

１８．９％

，

同比下降

９．７

个百分点和上升

０．８

个百分点； 除股票市场业

务之外， 我国证券公司在香港债券承销业务上取得了突破，

２０１１

年有中金公司和中信证券两家证券公司完成了总额

１．８４

亿美元的债券承销， 占总市场份额的

１．３２％

。

资产管理业务方面，

２０１１

年在原有

ＱＤＩＩ

和

ＱＦＩＩ

投资顾

问等业务的基础上， 年底增加了

ＲＱＦＩＩ

业务， 使得中资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国际业务产品线更为完善， 获利手段更加多

样：

２０１１

年底，

ＱＤＩＩ

、

ＱＦＩＩ

和

ＲＱＦＩＩ

三项业务已经分别获

得

２５

亿美元、

２４５．５

亿美元和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额度。

三、 证券行业制度建设情况

（一） 证券监管部门

２０１１

年， 中国证监会加快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为行业稳健发展夯实基础。 股票市场方面， 全面落实新股

发行体制改革措施， 督促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实施保荐项

目问核制， 加强对保荐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管。 债券市场方

面， 启动创业板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拓展企业融资

渠道； 开通公司债 “绿色通道”， 分离债券融资审核与股权

融资审核， 优化债券审核机制和流程， 缩短审核周期。 上

市公司监管方面， 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

相关规定， 推动部分改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 证券中介机

构监管方面， 加强证券公司风险监控， 组织开展全行业统

一压力测试； 开展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和现金管理等产品

创新试点； 推进融资融券业务试点转常规， 成立证券金融

公司； 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业务， 明确财务顾

问执业要求， 实行问责机制和执业评价。 市场法治及诚信

建设方面， 修改制定证券期货制度规则

４２

件， 在上市公司

和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全面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 防范内幕交易违法犯罪行为。 完善信息披露义务行政

法律责任体系， 发布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

则》，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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