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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警告」一節

本節載有我們經營所在行業的信息及統計數據。本節所呈列的信息來源於各種官方
或可公開獲取的刊物以及萬得資訊（一家位於中國的財務數據、資訊及軟件的領先綜合服
務商）、Dealogic（一家領先國際財務數據及資訊供應商）及Thomson Reuters（一家為金
融、法律、稅務、會計、知識產權以及科學及傳媒領域的國際信息及資訊供應商）。萬得
資訊所服務的金融企業包括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銀行及投資公司。萬
得資訊的金融數據庫包含股票、債券、期貨、外匯、保險、衍生品及宏觀經濟的全面信
息。萬得資訊提供的歷史數據和市場預測由萬得資訊獨立地從各種公開信息來源收集而
得，該等來源包括中國證券業協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等。Dealogic的數
據庫包含股權及債務資本市場、銀團貸款、併購及機構投資者的資料。Dealogic提供的數
據及資料由Dealogic獨立地從各種公開來源收集而得，該等來源包括聯交所公告、發售通
函及招股書。Thomson Reuters所提供的數據及資料乃由Thomson Reuters獨立收集自多個
第三方來源，包括交易商直接提交，及來自第三方的網站、新聞發佈、報導文章以及對
於監管報備文件的研究。由萬得資訊、Dealogic及Thomson Reuters提供的信息及數據並
非由我們委託編撰，所有訂閱萬得資訊、Dealogic及Thomson Reuters的人士均可查閱有
關信息及數據。除另有指明外，本節所呈列的數據均來源於萬得資訊。

我們認為本節的信息來源恰當，且我們亦以合理審慎的態度摘錄及轉載有關信息。
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信息屬虛假或在任何重大方面具誤導成分，或遺漏任何事實，而
致使有關信息虛假或在任何重大方面具有誤導成分。我們或任何參與[編纂]的其他各方概
無獨立核實來源於政府官方或其他第三方信息的準確性，亦不對此發表任何聲明。有關
信息未必與中國境內或境外編製的其他信息相一致，亦未必以同等程度的準確性或完整
性編製，因此不應過份依賴有關信息。

作為一家證券公司，我們的業務依賴並受益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及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及表現，包括股票、債券和理財產品在內的金融產品發行及交易量等因素。我們的投資銀

行業務從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因業務成長和發展所需的融資和併購活動的增加中受

益；我們的財富管理業務從交易增加、客戶放大槓桿活動及對理財產品及服務需求量加大

中受益；我們的機構客戶服務業務從機構投資者於中國資本市場的參與度提升中受益；我

們的投資管理業務從中國監管機構放寬可投資金融產品品種及中國居民財富累積增加帶動

管理資產的規模增長中受益。

中國經濟概覽

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達人民幣58.8萬億元，相

當於人均人民幣41,908.0元。近年來，中國經濟一直維持穩定的增速，2009年至2013年中國

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中國經濟增長使得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2009年

至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人民幣17,174.6元增加至人民幣26,955.1元，

年複合增長率為11.9%。中國的個人財富快速累積，富裕階層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過程，企業存在持續的融資需求。中國政府推出了一

系列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簡政放權的政策，在經濟發展上提出「一帶一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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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在金融領域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放鬆資

本管制、資本市場審批簡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充分發揮金融對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

助推作用。中國政府也致力於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大力推動直接融資的發展，鼓勵

金融創新，作為重要新興市場的中國資本市場具有長遠的增長潛力。中國民營企業尤其是

民營中小企業，是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主要推動力，具有承擔就業、創新和貢獻國內

生產總值的主導功能。根據萬得資訊的數據，截止2013年12月31日，私營企業的註冊資本

金總額達到人民幣39.3萬億元，佔全部中國內資企業總註冊資本的比例為46.5%。

中國的資本市場

概覽

受益於中國經濟增長、有利的監管環境及持續引入新興金融產品及服務所推動，在過

去二十年內，中國資本市場日益增長且漸趨成熟。

股票市場

自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於1990年成立以來，中國的股票市場發展迅速。

截止2014年9月30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市值總額為人民幣29.4

萬億元，市值總額位居全球第三。

中國股票市場包括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主板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中小企

業板和創業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的設立極大拓寬了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渠

道。下表列示了截止於所示期間在主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的數量及市值：

截止2014年
9月30日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止九個月

上市公司數量

主板 ............................................. 1,337 1,379 1,415 1,438 1,433 1,454

中小企業板 ................................ 327 531 646 701 701 723

創業板 ......................................... 36 153 281 355 355 392

總計 ............................................. 1,700 2,063 2,342 2,494 2,489 2,569

市值（人民幣十億元）

主板 ............................................. 22,545.6 22,269.3 17,989.5 19,282.2 18,682.1 22,075.8

中小企業板 ................................ 1,687.3 3,536.5 2,742.9 2,880.4 3,716.4 5,048.2

創業板 ......................................... 161.0 736.5 743.4 873.1 1,509.2 2,230.7

總計 ............................................. 24,393.9 26,542.3 21,475.8 23,035.7 23,907.7 29,354.7

數據來源：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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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國中小企業不斷發展及其日益增加的融資需求所推動，近年來中小企業板及創業

板的發展迅速。截止2014年9月30日，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的上市公司總數分別為723家和

392家，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總數佔中國所有上市公司總數的比例從截止2009年12

月31日的21.4%增長至截止2014年9月30日的43.4%。截止2014年9月30日，中小企業板和創

業板的上市公司市值分別為人民幣5.0萬億元和人民幣2.2萬億元，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的上

市公司總市值佔中國所有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從截止2009年12月31日的7.6%增長至截止

2014年9月30日的24.8%。我們預計，未來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和併購重組需求將持續保持

高速增長，並為中國證券公司的承銷和財務顧問業務帶來更廣闊的增長空間。

債券市場

中國的債券市場近年來迅速增長，中國企業通過發行債券進行融資所得款項總額由

2009年的人民幣2.0萬億元增加至2013年的人民幣4.1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20.1%。截止

2013年12月31日，中國債券市場已發展為繼美國及日本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債券市場。中國

債券市場擁有多元化的債券品種，主要包括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公司債及企業債、金

融債、可轉債、政府支持機構債、地方政府債、資產支持證券和定向工具。下表載列於所

示期間中國企業通過發行主要類別債券融資所得金額：

截止2014年
9月30日

（人民幣十億元）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九個月

短期融資券

　和中期票據 ...................... 1,161.2 1,185.8 1,745.8 2,278.2 2,311.4 2,332.0

公司債及企業債 .................. 398.7 333.9 377.7 912.3 645.3 713.6

金融債 ................................... 306.7 100.8 391.9 460.2 309.3 544.5

可轉債 ................................... 4.7 71.7 41.3 16.4 54.5 13.7

政府支持機構債 .................. 100.0 189.0 100.0 150.0 150.0 120.0

地方政府債 .......................... － － 22.9 28.9 53.1 105.0

資產支持證券 ...................... － － 1.3 28.1 22.7 200.8

定向工具 .............................. － － 90.4 375.9 552.7 696.2

總計 ....................................... 1,971.3 1,881.2 2,771.3 4,250.0 4,099.0 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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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政府已頒佈一系列有利於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的政策，包括「十二五」規劃

中明確了通過完善債券發行機制、鼓勵債券產品創新及多樣化及積極發展資產證券化產品

等措施促進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2014年，CFETS在原有的25家銀行間債券市場做市商（其

中包括3家證券公司）的基礎上批准46家嘗試做市商（其中包括13家證券公司），進一步推動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做市業務。

衍生品市場

中國的期貨市場近年發展迅速。根據中國期貨業協會的披露數據，商品期貨的總成交

額由2009年的人民幣130.5萬億元增加至2013年的人民幣267.5萬億元，相當於19.7%的年複

合增長率。中國在2010年4月推出了股指期貨，2013年，中國股指期貨的總成交額達人民幣

140.7萬億元，佔期貨市場總成交額的52.6%。

中國衍生品的種類受一定的監管限制。例如，外匯期貨和利率期貨等在成熟資本市場

交易活躍的金融衍生品尚未在中國衍生品市場推出。隨著專業投資者成熟度的提升，其對

結構性金融產品的需求將進一步加大，預計未來會有更多種類的衍生品投向市場，這將為

證券公司創造更多業務機會，並進一步擴寬其收入來源。近年來，中國已放寬對衍生品的

監管。例如，2013年3月中國證券業協會頒佈規定以促進中國證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業

務發展。

新三板和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

2006年中國證監會繼主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外推出的場外股權交易市場。2013年

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揭牌，將場外股權交易市場的試點運營轉為正式運營，並擴展

其全國區域性覆蓋範圍，新三板正式成立。此外，全國各地還設有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

主要向非上市小微企業提供股份轉讓服務。

證券公司的櫃台市場

2012年我們成為中國七家獲許可從事櫃台交易的證券公司之一。2014年8月，中國證券

業協會允許證券公司可以在櫃台市場發行、銷售或轉讓包括證券公司及其子公司以非公開

募集方式設立或承銷的資產管理計劃、收益憑證及銀行、保險公司或信託公司設立並通過

證券公司發行、銷售與轉讓的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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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證券行業

概覽

中國證券行業在多個驅動因素下，正進入高速發展期。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的數據，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中國共有115家註冊證券公司。同期，中國證券行業的資產總值及資

產淨值分別為人民幣2.1萬億元及人民幣754.1十億元。

中國證券行業增長的驅動因素

相比中國的其他金融行業，中國證券行業的規模相對偏小。我們相信，下列因素將推

動中國證券行業的發展及轉型。

‧ 證券監管改革與創新。中國證券行業監管體系正進行市場化改革，並通過不斷推

出的創新政策為券商帶來更多的業務機會。詳情請參閱「監督和監管」。在投資銀

行方面，中國證監會正積極推動IPO註冊制改革；在經紀業務方面，允許證券公司

銷售由其他金融機構開發的金融產品；在機構客戶服務方面，鼓勵發展FICC創新

業務；在資產管理業務方面，擴大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的投資範圍及資金用途。此

外，中國推出多個創新型產品，例如股票質押式回購、收益憑證，中小企業私募

債及資產證券化產品等。中國證監會鼓勵證券公司擴大資產負債表，通過首次公

開發售和後續發售的形式補充資本，並通過發行債務工具放大槓桿。我們相信，

這些監管舉措將有效提高證券公司的盈利能力及財務資源，進而促進中國證券行

業的較快發展。

‧ 企業融資需求持續增長。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轉型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的融資

需求持續增長。與海外成熟資本市場相比，中國資本市場具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根據Thomson Reuters的資料，2013年中國的直接融資與銀行貸款比率為5.1%，而

美國及日本則分別為35.4%及16.5%。受益於中國經濟轉型和政府鼓勵直接融資的

政策，中國企業的融資需求持續增長，中國資本市場具有強勁的增長潛力。

‧ 富裕人群數量增加。伴隨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富裕人群的數量

及其對財富管理服務需求大幅增加。中國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由截止2009年12月

31日的人民幣52.0萬億元增加至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92.0萬億元，相當於

15.3%的年複合增長率。我們預計富裕人群對資產多元化配置的需求將為中國證券

公司創造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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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投資者參與程度提升。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機構投資者的參與程度近
年來日趨提升。根據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披露數據，機構交易席位由截止2009年12

月31日的9,580增至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16,436，年複合增長率14.4%。與個人

投資者相比，機構投資者對增值服務和量身定制的結構化產品有更強的需求，且

對價格敏感程度較低。我們相信，機構投資者於中國資本市場的參與度提高將擴

大中國證券公司的收入來源並提升其利潤率。

‧ 人民幣國際化加速。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體系的比重和地位提升，國際市場
對人民幣的市場需求不斷上升。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帶動QFII和RQFII業務蓬勃發

展。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QFII的投資額度由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21.6

十億美元增加至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49.7十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為51.7%。

RQFII的投資額度由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0.7十億元增加至截止2013年12

月31日的人民幣157.5十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283.7%。此外，滬港通已於2014年

11月正式推出，允許中國投資者買賣港股和香港投資者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買賣A

股。

中國證券行業的競爭形勢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中國共有115家註冊證券公司。2013年，前十大證券公司的總收

入達人民幣65.0十億元，佔中國證券行業總收入的40.9%。下表列示截止2013年12月31日，

中國前十大證券公司按營業收入、總資產、淨資產及淨利潤計的排名及市場份額（按未合併

基準）：

前十大證券公司
（以下順序為營業
收入的排名） 營業收入 (1) 市場份額 總資產 (1) 市場份額 淨資產 (1) 市場份額 淨利潤 (1) 市場份額

（以人民幣百萬元計，百分比除外）

中信証券 .................................... 8,179.0 5.1% 192,933.7 9.3% 71,690.5 9.5% 2,908.9 6.6%
海通證券 .................................... 7,808.0 4.9% 129,017.8 6.2% 60,310.7 8.0% 3,466.2 7.9%
國泰君安 .................................... 7,250.7 4.6% 117,841.1 5.7% 30,664.2 4.1% 2,517.5 5.7%
廣發證券 .................................... 7,174.4 4.5% 108,846.6 5.2% 33,329.1 4.4% 2,378.0 5.4%
銀河證券 .................................... 6,843.9 4.3% 69,729.4 3.4% 25,039.1 3.3% 2,125.2 4.8%
國信證券 .................................... 6,034.2 3.8% 70,760.7 3.4% 19,904.4 2.6% 1,783.5 4.0%
華泰證券 .................................... 5,926.4 3.7% 88,349.7 4.2% 32,052.1 4.3% 2,037.5 4.6%
中信建投 .................................... 5,381.8 3.4% 65,683.9 3.2% 12,853.8 1.7% 1,729.8 3.9%
招商證券 .................................... 5,363.5 3.4% 75,184.0 3.6% 26,407.1 3.5% 2,048.3 4.7%
申銀萬國 .................................... 5,126.4 3.2% 59,789.5 2.9% 17,864.2 2.4% 1,717.2 3.9%

總計 ............................................. 65,088.3 40.9% 978,136.4 47.1% 330,115.2 43.8% 22,712.1 51.5%

(1) 此財務數據乃基於中國會計準則編制。

數據來源：中國證券業協會

證券公司的營業收入主要來源於投資銀行、經紀、融資融券、銷售及交易、資產及基

金管理、私募股權投資及另類投資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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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警告」一節

投資銀行

投資銀行業務主要涉及股票和債券承銷以及財務顧問服務。

股票承銷

中國股票發行受政府監管政策和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下表列示所示期間內股票發行

集資金額：

截止2014年
9月30日

（人民幣十億元）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九個月

首次公開發售 ................. 202.2 491.1 272.0 99.5 － 54.4

後續股票發行 ................. 155.8 398.4 225.5 216.6 269.0 315.5

總計 .................................. 358.0 889.5 497.5 316.1 269.0 369.9

根據萬得資訊的數據，中國前十大證券公司2014年前九個月的股票發行總額佔所有股

票發行總集資金額的55.4%。下表列示中國前十大證券公司所承銷的股票發行及首次發售集

資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中信建投 海通證券 國泰君安 中信証券 國信證券 廣發證券 西南證券 華泰聯合 長江證券 安信證券

股票發行集資金額 .......... 31,746.9 26,572.8 24,447.9 20,709.1 20,164.7 19,959.4 19,769.2 16,312.8 13,131.0 12,280.4

（人民幣百萬元） 廣發證券 中信証券 招商證券 國信證券 中信建投 華泰聯合 中銀國際 中金公司 海通證券 國泰君安

首次公開發售

　集資金額 ....................... 5,942.5 5,890.9 5,574.1 5,565.1 2,867.5 2,866.1 2,165.2 1,776.3 1,694.5 1,598.9

2013年11月，中國證監會頒佈中國首次公開發售制度改革的指引，預期推動實施首次

公開發售註冊制。此改革將大幅縮短中國企業申請首次公開發售的審批時間。我們預期此

次市場化改革有利於研究、定價及銷售能力較強的大型證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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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警告」一節

債券承銷

中國證券公司承銷的債券集資金額由2009年的人民幣845.3十億元增加至2013年的人民

幣1,157.6十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8.2%。下表列示所示期間內中國證券公司承銷的債券集

資金額：

截止2014年
9月30日

（人民幣十億元）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九個月

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 ........... 69.8 49.1 65.2 67.9 63.3 71.4

公司債及企業債 ....................... 390.8 315.9 371.5 912.3 641.1 711.9

金融債 ......................................... 283.3 95.9 339.2 389.6 211.4 406.5

可轉債 ......................................... 4.7 71.7 41.3 16.4 54.5 13.7

政府支持機構債 ....................... 96.7 129.0 100.0 150.0 150.0 120.0

地方政府債 ................................ － － － － － 1.6

資產支持證券 ............................ － － 1.3 24.4 20.2 190.4

定向工具 .................................... － － 3.5 7.1 17.1 42.8

合計 ............................................. 845.3 661.6 922.0 1,567.7 1,157.6 1,558.3

根據萬得資訊的數據，中國前十大證券公司2014年前九個月承銷的公司債券及企業債

券總額佔中國公司債券及企業債券所募款項總額的48.4%。下表列示2014年前九個月中國前

十大證券公司承銷的公司債發行集資總額：

（人民幣十億元） 國開證券 國信證券 中信建投 銀河證券 海通證券 廣發證券 國泰君安 宏源證券 平安證券 摩根華鑫

公司債券及企業債券

　發行集資金額 ........... 58.6 48.6 39.6 35.4 32.3 31.6 30.9 25.9 23.7 17.6

資產證券化產品為固定收益類產品的重要品種，在中國也正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間，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和證券交易所發行的資產證券化

產品累計發行規模為人民幣251.6十億元。2014年，中國銀監會及中國證監會推出證券化產

品的備案制度。我們預期中國對資產證券化產品放鬆管制將大大增加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市

場容量，並將為具備結構化產品創新能力的證券公司帶來新的商業機會。



行 業 概 覽

– 76 –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封面「警告」一節

財務顧問

財務顧問服務主要由併購、企業重組顧問和新三板推薦掛牌服務組成。

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推動了企業對併購的需求，進而驅動中國併購重組市場的迅

速成長。根據Dealogic數據顯示，中國併購市場的併購交易總額由2009年的117.6十億美元

增加至2013年的161.9十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為8.3%，而跨境併購交易總額由70.3十億美

元增加至120.0十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為14.3%。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企業要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鼓勵企業兼併重組。

2014年10月，中國證監會修訂其法規，大幅簡化了併購重組的審批過程，完善發行股份購

買資產的定價機制，並鼓勵併購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等投資機構參與上市公司併購重組。

同時，允許使用可轉債、權證、優先股等創新型併購重組支付工具。我們相信，得益於上

述舉措，中國未來併購及重組市場將產生大量財務顧問業務機會。

新三板掛牌公司數目大幅上升，由截止2012年12月31日的200家增加至截止2014年12月

31日的1,572家，年複合增長率為180.4%。新三板的增長將有利於新三板業務能力較強的券

商，並帶來大量商機。

經紀

近年來，中國證券行業經紀業務的股基交易量受到中國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根據上

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統計數據，2014年前九個月中國證券行業經紀業務的總

股基交易量為人民幣41.3萬億元及中國十大證券公司的股基交易量佔中國證券行業經紀業務

總股基交易量的47.3%。下表列示2014年前九個月中國前十大證券公司經紀業務的總股基交

易量：

（人民幣十億元） 華泰證券 中信証券 (1) 銀河證券 國泰君安 海通證券 招商證券 廣發證券 國信證券 申銀萬國 中信建投

股基交易量 (2)
............................. 5,428.5 5,256.0 4,236.4 4,115.5 3,841.2 3,544.4 3,489.1 3,192.2 3,127.6 2,840.9

(1) 中信証券數據為中信証券、中信証券（浙江）與中信證券（山東）合併數據。

(2) 以雙邊計算股基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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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警告」一節

2012年11月，中國證監會頒佈規定允許證券公司銷售由其他金融機構開發的金融產

品，包括理財產品、收益憑證、資產證券化產品、信託計劃及保險產品。我們相信，此舉

將使中國證券公司實現產品種類及收入來源多樣化。

2014年11月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推出滬港通，允許中國及香

港的合資格投資者買賣於香港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合資格證券。我們預計滬港

通將更好地滿足內地及香港投資者對兩地市場的證券投資需求，為在香港和內地均有分支

機構的證券公司帶來巨大的財富管理業務機會。

融資融券

自2010年3月中國證監會允許證券公司從事融資融券業務以來，市場融資融券餘額由

2010年的人民幣12.8十億元，增長至2013年的人民幣346.5十億元。下表列示截止所示日期

中國市場融資融券總餘額：

截止2014年
（人民幣十億元）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9月30日

融資融券餘額 ........................... 12.8 38.2 89.5 346.5 611.1

根據萬得資訊的數據，中國前十大證券公司融資融券餘額佔中國融資融券總餘額的

54.7%。下表列示截止2014年9月30日中國前十大證券公司的融資融券餘額：

（人民幣十億元） 中信証券 國泰君安 廣發證券 招商證券 海通證券 銀河證券 華泰證券 國信證券 申銀萬國 中信建投

融資融券期末餘額 (1)
....... 51.8 40.5 35.3 34.5 34.3 33.1 31.1 25.0 24.6 24.0

(1) 中信証券數據為中信証券、中信証券（浙江）與中信証券（山東）合併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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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警告」一節

銷售及交易

2014年5月，中國證監會頒佈指引，鼓勵發展FICC創新業務。我們預期的FICC業務將

成為中國證券公司機構客戶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8月，中國證券會頒佈規定，允許

券商開展櫃檯市場業務，為非標準化金融產品提供做市服務。下表列示截止2014年9月30日

中國十大證券公司的櫃檯市場產品數量：

廣發證券 海通證券 山西證券 國泰君安 銀河證券 長江證券 中信証券 齊魯證券 興業證券 中銀證券

櫃檯市場產品數量 ....... 303 287 75 68 67 56 44 30 21 21

數據來源：中證資本市場發展監測中心

資產管理

中國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發展迅速。資產管理規模總額由2009年的人民幣148十億

元增至2013年的人民幣5,200十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143.5%。下表列示截止所示日期中國

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總額：

（人民幣十億元）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資產管理規模 ........................... 148 187 282 1,890 5,200

數據來源：中國證券業協會

中國基金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總額由2009年的人民幣2,700十億元增至2013年的人民幣

2,900十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2.4%。下表列示截止所示日期中國基金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

總額：

截止2014年
9月30日

（人民幣十億元）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九個月

資產管理規模 ............................ 2,670 2,497 2,168 2,796 2,930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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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中國證監會推行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備案制並擴大了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的

投資許可範圍及資金用途。2013年3月，中國證監會頒佈規定，允許中國證券公司籌集及管

理公募基金。上述政策有利於資產管理及基金業務領先的券商通過設計更豐富的產品佔據

更多的管理資產市場份額。

私募股權投資和管理

中國證券公司的私募股權投資業務近年迅速增長。私募股權基金募資額由2009年的人

民幣204.0十億元增加至2013年的人民幣258.2十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6.1%。2011年7月，

中國證監會發佈指引，允許中國證券公司的私募股權投資子公司以私募方式籌集資金及發

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及併購投資。我們相信，該指引將推動私募

股權投資業務從單純的自有資金投資模式向投資管理模式轉型。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統

計，中國券商私募股權投資子公司的註冊資本由2012年的人民幣35.5十億元增長至2013年

的人民幣39.6十億元，增長率為11.5%。

另類投資

2011年5月，中國證監會發佈規定允許中國券商以設立子公司的方式投資券商自營交易

允許投資範圍之外的金融產品。以子公司形式開展另類金融產品等投資業務，已成為中國

券商新的盈利來源，有利於券商投資非公開發行股票、非標準化固定收益產品和結構化產

品。並形成多品種、多策略、跨市場的商業模式。

其他新興業務

隨著過去數年放寬監管限制，中國證券業開始向客戶提供更為廣泛的創新產品及服

務，包括約定式購回、股票質押式回購、債券質押式報價回購、收益憑證和資產證券化產

品等。新興的業務更好地滿足客戶對交易、投融資和流動性的需求，未來增長潛力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