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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资产管理业务本源

广发资管主动管理业绩突出

近日， 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

2017

年度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及主

动资产管理月均规模前

20

名，广

发证券全资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简称“广发

资管”） 以资产管理月均规模

5544.29

亿元、 主动资产管理月均

规模

3627.15

亿元分别位列行业

第六和第二。

从成立之初，广发资管便以主

动管理业务为战略发展方向，在

“客户至上”的核心理念下，不断提

升投资管理水平、 提高运营和服

务效率， 通过稳健经营与持续创

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产品选

择和资产配置服务， 主动管理规

模及主动管理占比一直处于行业

领先水平。

广发资管总经理付竹表示，

2014

年

1

月成立至

2016

年， 公司

在产品体系搭建和产品创新发展

两方面取得突破。 产品布局方面，

从现金管理、纯债投资、“固收

+

”投

资等固定收益品种， 到二级投资、

产业资本相关投资、量化投资、

FOF

（基金中的基金）投资等权益品种，

到

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LP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等跨

境品种，再到丰富的同业服务产品

以及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

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几年时间已搭

建起较为全面的券商资管综合化

业务版图；产品创新方面，广发资

管传承了母公司广发证券的优良

基因，权益、

FICC

、跨境和资产支持

证券等业务上的市场首单产品屡

屡诞生，例如券商集合定增、新三

板、大宗商品、期权、

FOF

指数挂钩

及

QDLP

产品，贸易金融及

PPP

（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资产证券

化产品等。

2016

年下半年以来，外部监管

政策密集出台，在风险管理、业务运

作、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方面对资

产管理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广

发资管响应“去通道、降杠杆、鼓励

向净值型产品改造”的监管导向，落

实制度及产品规范，对现有业务进

行梳理与调整，同时加快布局创新

产品、夯实投研基础，净值型固收、

可交换债、 量化资产配置、 私募

FOF

、

CMBS

（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等业务及核心投研能力

都取得突破，广发资管的明星权益

产品也取得了市场排名前

2%

的好

成绩。

付竹表示， 今年广发资管仍将

继续坚守资产管理业务本源， 严守

合规风控底线， 继续夯实投资研究

能力、提升产品投资业绩。一方面及

时识别市场需求， 提供专业投研支

持下帮助客户实现长期稳健回报的

产品； 另一方面发力券商资管特色

科技金融， 进一步提升业务流程和

经营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向着综合

化、 国际化的现代资产管理机构不

懈努力。

（CIS）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离职 接任者待定

证券时报记者 吴海燕

民生证券研究人员流失“成灾”。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民生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近日在个人微博

上宣布离职，“转眼来到民生证券出

任首席经济学家已经

5

年有余，如

今，自己年届甲子，到了该说再见的

时候”。

邱晓华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自本月起，他从民生证券离

职后，将回到中国泛海集团，继续担

任中国泛海集团研究院院长，“边工

作边休息”。

邱晓华告诉记者， 目前他仍在民

生证券办公室办公， 正在等待工作交

接，“没人告诉我谁将接任，还没安排，

我就等着人来交接工作”。

邱晓华离职

“就是到了退休年龄，

60

岁了。 干

5

年也累了，休息一下。 ”当证券时报

记者问及为何离任时，邱晓华说。

3

月

12

日午间，邱晓华在个人微

博上发布一则短文， 回忆其在民生证

券履职

5

年多的往事经历， “中国泛

海的卢志强董事长和民生证券给我提

供了一个深入学习的机会和服务社会

的舞台”，“期待后来的人，能够给民生

证券带来新的气象”。

知情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

春节之前， 民生证券内部便已通知邱

晓华将离职一事。邱晓华离职后，将回

到中国泛海集团， 继续担任中国泛海集

团研究院院长。 邱晓华的微博身份认证

是“经济学家”。

“邱老师治学很严谨，对待研究非常

认真负责任，很关心学生，对学生指导很

多。”一名接近邱晓华的业内人士告诉证

券时报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

60

岁的邱晓华曾是

政坛的明星官员。

1978

年，邱晓华就读

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专业。

1982

年毕业

即分配到国家统计局。

1993

年，邱晓华

担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开始被公众所熟知。其后历任安

徽省省长助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

并在

2006

年

3

月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国家统

计局局长。

研究团队人才流失严重

去年以来， 民生证券研究人员流失

严重。当下，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职位

还没有接任人选； 民生证券原研究院院

长管清友和民生证券研究院原宏观固收

研究主管朱振鑫相继离职； 民生证券原

研究院副院长李少君离职， 现任国泰君

安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民生证券近年经营业绩 “不尽如人

意”。中证协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

民生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5.84

亿元，行业

排名第

63

位； 去年上半年净利润仅

6074

万元，行业排名下滑至第

92

位。 去

年上半年民生证券投行业务收入达

3.31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57%

。

助力新经济企业 大型投行提前布局独角兽项目

目前，各大投行都在密切跟进“独角兽”的首发或发行中国存托凭证的需求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吴海燕

王玉玲 詹晨

投行心目中的“独角兽”长什么样

子？ 其实各不相同。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中信证券、

广发证券、安信证券、华融证券、兴业

证券等国内多家投行， 获悉目前各大

投行都在密切跟踪和挖掘自家心目中

的“独角兽”，跟进其首发（

IPO

）或发

行

CDR

（中国存托凭证）的需求。

投行人士表示，“独角兽” 应属于

“四新”行业，并且是细分龙头，具备高

成长性。 但在监管层未披露具体方案

之前，每家投行选择的“独角兽”项目

标准不尽相同。

与此同时， 对新商业模式等进行

估值定价， 与传统行业的会计核算亦

有很大区别， 投行也因此面临着对新

经济企业进行核查和定价的新挑战。

各大投行

心目中的“独角兽”

今年以来，关于优先让“独角兽”

企业上市的讨论正火热进行。 但什么

样的企业才算得上“独角兽”———属于

优先支持上市的企业， 目前尚未有明

确的标准。

此前，国内各大投行对“独角兽”

企业的判断各有看法， 对此记者采访

了中信、广发、安信、国金、华融、德邦、

兴业、中银国际等十几家投行，他们普

遍认同的一个标准是：“独角兽” 应该

属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的“四新”项目，但不同的是对商业

模式、盈利以及估值的界定和判断。

广发证券认为， 新经济企业通常

具备轻资产、 重知识、 跨界融合等特

点，并且商业模式、盈利模式较新颖。

安信证券资深投行人士表示，衡

量一个企业是否成为“独角兽”常用的

标准大致有两条：一是成立不超过

10

年，接受过私募投资的初创企业；二是

企业的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其中估值

超过

100

亿美元的企业又被称为 “超

级独角兽”。

去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7

胡

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结合资本市

场独角兽定义筛选出有外部融资且估

值超

10

亿美元的企业。

2017

年中国全

体独角兽企业上榜的共有

120

家，总

体估值近

3

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超级

独角兽公司数量占上榜独角兽公司数

量的

6.67%

，占总估值的

50.22%

。

中银国际证券对“独角兽”的估值

看法与安信一致，同时从行业上来说，

目前国内的独角兽企业主要分布于生

活互联网服务、 人工智能与高端智能

制造、生物科技等新经济行业。

中银国际证券投行表示， 从增速

上来说，“独角兽” 企业未来应能保持

较高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国金证券投行相关负责人则表

示，独角兽企业应该具备

4

个特点：成

长性突出， 成立时间不超过

10

年；已

引入战略投资机构，且企业估值较高；

所处行业属于战略新兴行业， 或符合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的特

点；不要求必须盈利，但有一定的市场

占有率。

德邦证券董事副总经理刘平对记

者表示， 独角兽企业有几个标准：第

一，要有突出行业的地位，成长较为迅

速，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第二，看企

业的业务实质， 是否具有突出的创新

性， 要在业务模式上有开拓性和领先

性的因素；第三看估值，估值是一个标

准，要有足够大体量的估值，但泡沫化

的估值也不能作为衡量独角兽的唯一

标准。

华融证券常务副总经理张建军则

认为，“独角兽” 应属于新技术、 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产业，且

一定要有成长空间和潜在价值。同时，

考虑到上市制度支持新经济和资本市

场支持实体经济的共通性， 企业处于

新兴产业链条之中、 具有行业龙头地

位，且能有效带动实体经济和就业，这

也是“独角兽”应具备的特点。

中信等券商

提前挖掘项目

近日， 中信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互动平台上表示， 对高科技公司以

及独角兽的融资机会已有布局， 会跟

进其

IPO

或发行

CDR

业务需求。记者

获悉， 实际上多家大投行都开始了对

“独角兽”项目进行挖掘和培育。

安信证券透露， 该公司近期在积极

研究国家、监管机构最新政策，拜访新经

济和独角兽类公司。 无论是独角兽的

IPO

还是境外企业发行

CDR

， 安信证券

都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广发证券介绍， 未来新经济企业将

是该公司重点开拓和实现客户结构转型

的重要方向。将牢牢把握机遇，加强与政

府部门、 行业协会和专业投资机构的合

作对接，加大跟踪和储备力度，集中发掘

优势区域内，技术特色明显、盈利前景强

的优质新经济企业。

当介绍华融证券最新动作时， 张建

军说：“对一些高科技公司以及独角兽一

直保持着密切关注和联系， 并支持一些

涉及中概股的独角兽私有化回归， 时刻

关注着最新监管动态、 与监管保持密切

沟通。一旦制度明确，将快速推进已储备

的高科技公司以及独角兽企业登陆境内

证券市场。 ”

几大关键点有待解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独角兽”的判

断标准尚未明晰，如何甄别是一大问题。

此外，支持新经济企业融资发展，是一个

“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对投行等中介

机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制度层面， 安信证券资深投行人

士建议：“首先，在顶层设计上需修改《公

司法》、《证券法》等上位法，监管部门也

要建立适合独角兽企业特点的上市制度

体系； 然后， 再选择什么样的独角兽上

市，采取何种形态上市。 ”

同时，他特别提出：“需要建立起保

护机制。 新经济、独角兽公司普遍生命

周期较短，风险较大。 如果新经济企业

欺诈上市， 侵害持股人或者

CDR

持有

人利益，在维权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

保护机制。 ”

在执行层面，广发证券认为，新经济

企业的商业模式、 盈利模式较新颖，无

先例可循，与传统行业的会计核算区别

很大，会给中介机构对发行人的核查带

来较大难度。 并且，新经济企业具有多

样化、 个性化的企业价值和发展模式，

往往较难被市场认可，其商业模式与传

统企业往往不具备可比性，会给定价和

估值带来一定困难，可能导致发行不成

功，或因交易不活跃而陷入流动性困境

等情形。

中国太保中国人寿

前2月保费收入一增一减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昨日晚间， 中国太保和中国人

寿相继披露今年

1

月

～2

月累计保

费收入情况。其中，中国太保前两个

月保费收入

851

亿元， 中国人寿前

两个月保费收入

1546

亿元。

中国太保公告，

2018

年

1

月

～2

月， 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原保险业务

收入分别为

649.57

亿元、

201.43

亿

元，合计约人民币

851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20.33%

。 中国人寿公告，

该公司

2018

年

1

月

～2

月累计原保

险保费收入约为

1546

亿元，同比减

少

18.59%

。

当日，保监会也公布批文，批复

同意英大蒙电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贵阳山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经营保

险经纪业务。据了解，英大长安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与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设立了英大蒙电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 成都运力科技有限

公司

100%

持股贵阳山恩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第三次冲刺IPO

南京证券终于过会

见习记者 詹晨

第三次冲刺首发（

IPO

）的南京

证券终于过会。发审委

3

月

13

日召

开

2018

年第

44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

工作会议上， 审议通过了南京证券

首发事项。

续华林证券之后， 南京证券将

成为第

32

家

A

股上市券商。 年报

数据显示，南京证券

2017

年实现营

收

13.85

亿，实现净利润

4.12

亿。

招股说明书数据显示， 南京证

券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不超过

8.25

亿股，所募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全部用于补充资金，增加营运资金，

扩大业务规模。据了解，南京证券本

次

IPO

由东吴证券和华英证券联

合保荐。

南京证券最近两年实现归属净

利润同比下滑。具体来看，

2015

年

～

2017

年南京证券实现的营业收入

分别为

30

亿元、

15

亿元和

13.85

亿

元， 对应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分别为

14.13

亿元、

4.94

亿元和

4.11

亿元。

成立于

1990

年的南京证券是

江苏第一家专业的证券公司。 作为

一家区域性特色较强的证券公司，

专注于区域性市场， 证券经纪业务

的经营与发展具有一定地域集中的

特点。 目前该公司证券经纪业务开

展以江苏地区和宁夏地区为核心。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南京

证券共有

83

家证券营业部， 其中

41

家位于江苏地区 ， 占比达到

49.40%

；

14

家位于宁夏地区， 占比

16.87%

。 江苏地区与宁夏地区营业

部网点数量合计

55

家 ， 占比

66.27%

。

2017

年，中原证券、银河证券、

浙商证券和财通证券

4

家券商完成

IPO

，成功登陆

A

股市场。

根据证监会官网信息，正在排

队

IPO

的中泰证券、 国联证券、南

京证券、红塔证券、长城证券均已

获得反馈。 天风证券的审核状态为

“预先披露更新”，中信建投证券已

经进入“预披露更新”阶段，即将上

发审委会议。 华林证券已成功过会

只待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