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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基金事业部制显“磁力”

投研人才“东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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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渐趋大起大落

IPO市场降温

深交所发布

可交换公司债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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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信能源10亿接盘

财富里昂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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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定增被套股

等待“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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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土地综合开发 铁总地产呼之欲出

铁路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盘活存量铁路用地与综合开发新老站场用地相结合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随着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

政策的正式发布及后续相关政策的细

化和落实，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铁总

地产”呼之欲出。

国务院办公厅昨日发布 《关于支

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意

见》，要求盘活存量铁路用地与综合开

发新老站场用地相结合， 形成铁路建

设和城镇及相关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机制，促进铁路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支持铁路运输企业以自主开发、转让、

租赁等多种方式盘活利用现有建设用

地， 鼓励铁路运输企业对既有铁路站

场及毗邻地区实施土地综合开发。

在盘活存量方面，《意见》要求，地

方政府应主动与铁路运输企业协商，统

筹编制既有铁路站场及毗邻地区相关

规划； 支持铁路运输企业利用自有土

地、平等协商收购相邻土地、依法取得

政府供应土地或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

对既有铁路站场地区进行综合开发；

市、县国土资源部门要依法为铁路运输

企业利用自有土地进行土地产权整合

和宗地合并、分拆等提供服务。

对于铁路运输企业依法取得的划

拨用地， 因转让或改变用途不再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依法采取协议方

式办理用地手续。经国家授权经营的土

地，铁路运输企业在使用年限内可依法

作价出资（入股）、租赁或在集团公司直

属企业、控股公司、参股企业之间转让。

《意见》 还鼓励新建铁路站场实

施土地综合开发，而在铁路建设项目

配套安排的土地综合开发所需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经省级人民政府

严格审核后，暂由国土资源部予以计

划单列。

今年

2

月， 中国铁总召开了全路

的资产经营会议， 讨论重点即是土地

开发。此外，今年年初中国铁总发布了

《中国铁路总公司土地评估和土地授

权经营资产处置项目评估机构选聘招

标公告》和《资产评估项目招标公告》，

分别涉及土地资产的评估和路局及其

附属公司的资产评估， 招标范围包括

全国

18

个铁路局、

3

个直属专业运输

公司，包括中铁快运、中铁特货运、中

铁集装箱和铁道科学研究院。 这在当

时被认为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意味着

原来闲置的铁路沿线土地将开始产生

价值，不排除大规模用于房地产开发。

据悉，铁路系统有大量土地。除了

线路、站点使用外，还包括生产和管理用

地、 员工生活居住用地、 后勤保障用地

等。 脱胎于铁路系统的中国中铁和中国

铁建旗下的两家地产公司就位列

16

家

地产央企之列。

一家地产央企的高管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 从目前的政策和中国铁总的情

况看，中国铁总肯定会介入土地开发，而

要开发就要拥有相关资质， 进而就一定

会成立专门的地产公司来运营。 公开资

料显示，广深铁路、大秦铁路都有大量土

地储备。宏源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广

深铁路土地所有权总面积约

1200

万平

方米， 广深沿线站段所占面积大约

400

万平方米。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

对地方政府与中国铁总在土地综合开发

方面的合作持谨慎乐观态度， 他认为在

此过程中还需要不少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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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融走平民路线要悠着点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一直被视为“有钱人” 游戏的融

资融券业务， 正逐渐俯身走向平民路

线。有报道称，某券商率先下调两融门

槛至 5 万元， 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引来

市场热议，其关注点在于该券商“敢

为人先” 的行为会否成为新一轮券商

两融大战的导火索。

“只要有人降，就会有跟风。如果

门槛不降，客户就会转出。” 某券商人

士告诉笔者。 但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来看， 各家券商还处在观望阶段，大

型券商所设定的两融业务门槛基本

维持在 20 万元左右， 中小型券商门

槛多为 10 万元， 而最先在去年 3 月

份将门槛调低至 10 万元的某大型券

商早在几个月前又悄然恢复至 50 万

元附近。

不管体量大小， 各家券商均在创

新和风控间寻找着盈利的平衡点。 作

为一种信用交易方式， 两融业务专业

性强、杠杆性高、风险性大，从推出之

初的 50 万元高门槛，到如今券商自主设

置入场标准， 日益宽松的准入标准直接

导致了两融业务的井喷。据统计，去年我

国 115 家券商融资融券的利息收入占总

营收比例已提升至一成以上，而 2012 年

这一比例还只有 4.06%。

这无疑让那些在创新路上走了多年

弯路的券商尝到了甜头。“放大杠杆、放

大收益” 成了券商宣传两融业务时最卖

力的吆喝，然而，两融交易火爆的背后，

投资者盈利愈加两极分化， 特别是遭遇

上市公司的突发事件后，“放大收益” 很

可能就变成了放大风险， 仅去年就有两

起“黑天鹅事件” ，广汇股份和昌九生化

的股价暴跌就让融资客体味到了放大杠

杆的残酷。

如今， 在新入场的投资者还在学习

游戏规则、积累风险投资经验时，又有券

商把降低两融门槛提上日程， 声称仅需

5 万元就可参与，若券商跟风习气再起，

粗略估算， 这相当于向一半以上的投资

者开放了两融业务。 虽说该业务降低门

槛和保证金比例是大势所趋， 让越来越

多的投资者参与其中能够摆脱只能单边

做多不能做空的尴尬境地， 但融资融券

本身存在较大风险， 大幅度降低门槛恐

怕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原则相悖。

目前券商对两融业务风控管理较为

严格，设有追加保证金和强制平仓线，而

券商的“开户关” 更是保护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要屏障，两融门槛不能太低，否

则， 让缺乏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参与这项高风险业务会导致风险扩散，

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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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求资若渴 险资避当风险接棒者

去年以来一直高歌猛进的信保合作现今进入新的时期。 信托更加求资若渴，保险资金却不再那么爽快利落。 据了解，保监会已于近日对保险机

构所投信托计划进行了排查，计划对有风险隐患的信托产品增设一道风险评级的内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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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 刘福厚

的期货故事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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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营业部10个月内

两波频繁卖出老板电器

A14

雷士照明内斗升级 北京重庆隔空打擂

雷士照明内斗风波愈演愈烈。 昨日，涉事的两位关键角色———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和德豪润达董事长王冬雷不约而同选择召开媒体发布会。

A9

信托资产再创新高

人均利润首现季度负增长

A6

作为业务启动的关键一步，昨日沪港通开始进入测试阶段，机构、股民也全面进入备战状态。 渐行渐近的沪港通再度对蓝筹股形成提振，券商保险、煤炭两大权重

板块涨幅领先。 当日上证综指呈现单边上行走势，轻松收复 2200点，收盘上涨 1.38%。 深证成指同步升破 8000点，收报 8009.74点，涨 1.58%。 张常春/制图

沪港通进入测试阶段 沪指重返2200点

新三板首次处分

挂牌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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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３９９００１

深证成指

８００９．７４ １．５８％ ３９９３１１

巨潮

１０００ ２６５１．２４ １．４７％

３９９００５

中小板指

５０６５．８９ １．４４％ ３９９３１４

巨潮大盘

２４０９．６４ １．４１％

３９９００６

创业板指

１３９７．７８ １．４８％ ３９９３１５

巨潮中盘

３２５１．３９ １．６３％

３９９３３０

深证

１００ ２７１０．２８ １．５３％ ３９９３１６

巨潮小盘

３５４４．３４ １．４７％

３９９００７

深证

３００ ３０３５．３４ １．４８％ ３９９５５０

央视

５０ ３４５４．７８ １．４３％

３９９１０３

乐富指数

４５８９．９８ １．１２％ ３９９３７９

巨潮基金

４６５１．６９ １．１５％

３９９３０１

深信用债

１３０．９４ ０．０８％ ３９９４８１

企债指数

１２５．９３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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