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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不期而至的 A股暴

跌，让并不为人熟知的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证金公司”)

频频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在股市震荡中，以央行、财政部

等部委和证监会为首的“国家队”发

起了规模和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

在多重利好政策之下，证金公司作

为“国家队”的重要一员，曾砸下数

千亿真金白银为股市“护盘”。

证金公司注册于 2011年，由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发起成立，初始注册资金 75

亿元。证金公司最初成立的目的是

为 2010年开放的融资融券业务提

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监管和规

范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

据记者获得工商注册资料显

示，证金公司设立之初本就不以盈

利为目的，公司的发展也与融资融

券业务共生长。2011年成立以来，

证金公司先后三次增资，其中前两

次增资的目的都是出于转融通业务

的需求，今年 7月 3日公布的增资

规模为历史最大。

增资后，证金公司先后通过二

级市场购入上市公司股票、向 5家

基金公司申购 2000亿主动型基金

等方式对股市输血。截至目前，证金

公司已入股 49家上市公司，记者

向华夏、嘉实、南方、易方达、招商等

五家基金公司求证，目前华夏、嘉实

及招商三家基金公司资金已到位。

对于救市的情况，证金公司和

证监会都三缄其口，双方以当前不

接受采访为由拒绝记者的采访。

低调的救市主力
将证金公司认为是国内最低调

的金融公司一点都不为过，在 A股

大跌前，除了通过融资融券及转融

通业务对其有些许了解，外界眼中

的证金公司一直低调而又神秘。

证金公司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

融街(000402)，办公地点选在丰盛

胡同的太平洋保险(601601)大厦。

记者探访发现，证金公司选址颇有

讲究，其所在的太平洋(601099)保

险大厦与国家开发银行毗邻而居，

与证监会所在的富凯大厦以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所在的

恒奥中心距离均不超过一公里。

证金公司所在的太平洋保险大

厦，招商基金北京分公司、齐鲁证

券、方正证券(601901)、中国文化产

业投资基金、中信信托以及北京海

上丝绸之路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等金

融机构都在此办公。

这家员工仅 73人的公司，租

下了太平洋保险大厦 15楼一整层

作为办公地点。7月下旬，记者来到

证金公司办公室时，大门紧闭，偌大

的前台空无一人，前台两侧安置了

两批会客用的沙发，如无内部工作

人员带领，外人均无法进入。

证金公司对外形象一如其紧闭

的办公室大门，将外界的好奇牢牢

地挡在门外。与普通金融机构不同，

证金公司未设立市场部或者公关部

门，与机关单位类似，媒体采访需通

过证金公司党委办公室联系。记者

联系证金公司办公室时，对方以近

期不接受采访为由拒绝记者采访需

求。

然而，在突如其来的股灾中，证

金公司作为“救市国家队”主力，一

反常态地高调释放多重利好消息，

并以数千亿真金白银输血股市。

7月 3日，证监会对外公布证

金公司将进行第三次增资扩股，注

册资本从 240亿元增至 1000亿

元;7月 6日，21家券商出资的

1280亿划拨证金公司账户，同一

天，证金公司开始入场买入蓝筹股;

7月8日，证金公司向 21家券商提

供 2600亿元信用额度，用于增持

股票，同一天证金公司向五家基金

公司申购 2000亿元主动型基金;7

月 9日，央行继 8日之前向证金公

司再贷款不少于 1200亿元资金之

后，表示继续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

截至 7月 13日，17家商业银行总

计借予证金公司 1.3万亿元，证金

公司或商业银行授信规模约 2万

亿元;截至 7月 27日，证金公司入

场救市持股股票达49只。

在近一个月的救市行动中，证

金公司几乎成为国家队救市资金流

入市场最主要的通道。这家 73名

员工的公司管理着数千亿资金，一

举一动都牵动着股市的波澜起伏。

而证金公司近期最受瞩目的动

作莫过于不断增加的持股公司数量

以及向五家基金公司申购的 2000

亿主动型基金。

记者分别致电易方达、嘉实、南

方、华夏以及招商等五家基金公司，

嘉实基金公关部张璐、招商基金品

牌部高级经理罗晓玲告诉记者，证

金公司向两家申购的资金已经到

位。此外，华夏基金市场部副总经理

陈倩、南方基金冯飞及易方达基金

都表示不方便就该问题接受采访，

不过华夏基金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透露证金公司资金已经到位。

“按照公司定位是不应该在二

级市场参与股票买卖的，但现在由

其他人来做也不合适。”中国人民大

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应展宇

告诉记者，资金如何进入市场，监管

层也曾想过多种方式，但很多方式

是违规的，券商也不能直接做。从救

市出发，需要一个机构来做这个事。

敏感的救市身份
救市以来，证金公司一直保持

的低调姿态被逐渐打破，原本单一

的业务和职能也在救市中被扩大。

“它就是作为一个转融通出现，

配合融资融券业务。”应展宇向记者

表示，目前融资融券业务由各个券

商向客户提供，但券商一旦出现资

金或者证券上的差异，需要一个机

构来提供服务，为券商提供资金、证

券等服务，证金公司也就应运而生。

“这是两融业务中很重要的一个步

骤，中国叫做集中进行两融的控制，

和美国那种分散式的不同。”

工商资料显示，随着两融业务

的发展，证金公司销售总额在不断

增长的同时，负债总额也在不断增

长。2013年度，证金公司的资产总

额为 883.42亿元，销售总额为 13.

14亿元，净利润为 7.70亿元，其中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为 12.93亿

元。2014年度，证金公司的资产总

额达 1266.12亿元，同比增长 43.

32%，净利润 21.81亿元，同比增

长 174.02%，负债总额达 963.23

亿元，同比增长41.57%。

“证金公司是通过业务来监管

规范两融业务的发展，不是一个直

接的职能，主要还是证监会在那里

监管它是不是违法违纪。实际上证

金公司和证券协会只是在不规则地

进行监管，主要还是配合证监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与证券

研究中心主任曹凤歧告诉记者。在

此次救市中，证金公司更像万金油，

在需要一个机构合法合规地将救市

资金注入市场的情况下，证金公司

是最佳的选择。

出身证监系统
从诞生之初到救市，证金公司

有着非常明显的证监系统烙印。

2011年 10月 28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下

称“中国结算”)共同发起成立证金

公司，注册资本75亿元。其中上交

所、深交所各出资 30亿元，中国结

算出资 15亿元。 证金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成员为薛文石、聂庆平、黄铁

军、谢玮及刘肃毅，薛文石为证金公

司董事长，聂庆平、黄铁军为副董事

长，同时聂庆平兼任证金公司总经

理和法人。

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中，万杜涓、

黄铁军及刘肃毅三人为证金公司发

起单位委派的董事。其中，万杜涓为

上交所纪委书记，黄铁军任深交所

副总经理，刘肃毅为中国结算副总

经理。薛文石、聂庆平为证监会提名

的董事，两人皆出身于证券监管系

统。在履任证金公司之前曾任青海

省体改委主任薛文石及陕西省证监

局局长。

相比其他董事，聂庆平的履历

更为丰富。证金公司成立以前，聂庆

平是原证监会融资融券工作小组办

公室主任。此前，聂庆平曾历任证监

会机构部正局级巡视员、央行金融

管理司市场一处副处长、证监会发

行部、海外上市部和国际业务部副

主任、国务院证券事务内地香港联

合工作小组秘书等。值得一提的是，

聂庆平还曾担任过光大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裁、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除行政职务，聂庆平还有多重

学者身份，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和

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曾兼任央行

总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苏州大

学、对外经贸大学博士生导师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聂庆平还是

忠实的博客爱好者，其博客上的文

章以学术性探讨和个人观点为主。

记者发现，聂庆平于 2012年开通

博客，三年多里时有更新。在履任证

金公司之前，聂庆平的最后一个职

位是证监会融资融券工作小组办公

室主任，这跟证金公司的职能密切

相关，其本人也时常在个人博客上

发表关于相关业务的文章。

“当前阶段，充分吸收借鉴境外

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证

券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大力推动

证券借贷市场发展，是进一步优化

融券卖空机制，推动融资与融券业

务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

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功能机制的

重要举措。”聂庆平在其今年 5月

发表的博客中如是写道，两融业务

中比较受争议的融券业务，聂庆平

认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向民间资本开放
遇冷

随着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证

金公司成立以来先后4次增资。证

金公司在历次增资中，还曾向民间

资本开放过，不过民间资本的积极

性并不高，最后只得无奈放弃。

2011年 10月 28日成立之

初，证金公司注册资本为75亿元。

第一次增资是在 2012年 8月 20

日，上交所、深交所及中国结算三家

发起股东各增资 7亿元，上海期货

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郑州

商品交易所以及大连商品交易所等

新增股东合计出资 24亿元，证金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20亿元。

第二次增资，证金公司曾尝试

对民间资本开放融资。根据记者拿

到的证金公司 2013年第二次股东

大会会议议案显示，2013年 3月

22日，证金公司在 2012年度股东

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增

资扩股方案的议案》，决定以每股不

低于 1.21元的价格新增股份 115

亿股，每股面值 1元，其中面向民

间资本开放 94亿股，并明确了新

增股东的遴选标准。

“决议通过后，公司组织了新增

股份认购工作。但认购过程中，公司

发现民间资本并不积极，实际只认

购 37.1亿股，离方案设定目标较

远。”证金公司表示，鉴于民间资本

认购股份不足，同时全国社保基金

理事会放弃了原定作为战略投资人

参股公司的承诺，给该次增资带来

了实际缺口，证金公司暂停了该次

增资扩股。

“根据公司的职能定位与转融

通业务发展的内在要求，继续进行

增资扩股十分必要。公司拟对增资

方案进行调整，将增资对象调整为

现有 7家股东单位。”证金公司在

议案中表示。

调整后的增资扩股方案显示，

新增股份 120亿股每股面值 1元，

增资完成后，证金公司的注册资本

将增加至240亿元。增资扩股方案

显示，7家股东首期出资需在 2013

年 11月 30日前完成，第二期出资

应在2014年5月31日前完成。

根据证金公司在公示系统上的

信息显示，2013年 11月 19日，上

交所、深交所、中国结算、上海期货

交易所、中国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等 7家股东认缴出资额合计

240亿元，并于12月9日实缴出资

合计 199亿元。2014年 5月 30

日，上交所、深交所、郑州商品交易

所以及中国结算二期出资补齐了首

期出资没有到位的资金。

据上述信息，证金公司第二次

增资扩股获得由股东提供的 240

亿元资金，加上此前 120亿元注册

资金，在第二次增资扩股后，证金公

司注册资本已经达到360亿元。

而证监会在今年 7月 3日宣

布证金公司增资扩股时表示，将由

现有股东进行增资，由现有的 240

亿元增资到 1000亿元。这与证金

公司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上公布的信息并不一致。不过，当记

者联系证金公司时，对方以近期不

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采访需求，因

而上述信息未经证金公司证实。（记

者 汪喆 实习生 张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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