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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以来，证金公司过去一直保持的
低调姿态被逐渐打破，同时原本单一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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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叫作集中进行两融的控制，和美国那
种分散式的不同。”

记者拿到的工商资料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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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媒体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证金
公司的总资产为 1329.23亿元，上半年的
营收达 47.97亿元，净利润达 32.50亿元。
仅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就已经超过了
2013年度、2014年度净利润之和。不过上
述数字未经证金公司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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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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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情况下，证金公司的一举一
动，市场都格外敏感。

日前，伊利一则公告将证金公司推上
了风口浪尖，因为证金公司两个账户减持
逾1亿股伊利的股份，引发了对证金公司
退出救市的猜测。随后大盘应声下跌，证
金公司即时出面否认减持一事，证监会也
在第一时间出面否认研究救市资金退出
市场一事。

“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应该只是应急
措施，往后可能转为一个中期安排，因为
已经投入了，下一个阶段可能就要转为正
常考核，正常考核就可能是一个中期的安
排。”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告诉记
者，在他看来，短期之内证金公司都不会
退出救市。

曹凤歧则认为股市稳定后证金公司
就会退出救市。“不能光买不卖，那就等于
股市的很多问题都让公司来承担了。”曹
凤歧告诉记者，他认为既然是公司就要做
好市场化运作。“虽说有国家提供流动性
的支持，但如果它亏掉了，不就是国家亏
了嘛。”曹凤歧认为，非营利机构不等于不
赚钱，完全靠国家政策生存的机构不可能
走得长远。

“现在市场的信心还没完全恢复，前
几天一传出证金公司减持的消息，市场就
非常恐慌，现在对我们来说处于一个非常
敏感的时期，怎么退出是下一步要考虑的
问题，现在还是以稳定市场为主。”曹凤歧
表示。

（凤凰）

揭秘“救市者”证金公司:

73名员工掌管数千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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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下数千亿真金白银为股市

“护盘”，以至于“证金公司正在研
究退出时间”的传言一出，大盘即
应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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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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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亿元主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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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基金公司求证，目
前华夏、嘉实及招商3家基金公司
的资金已到位。

不过对于救市的相关情况，
证金公司和证监会都三缄其口，
双方均以当前不接受采访为由拒
绝了记者的采访。“股票平稳以后
证金公司就会退出救市，非营利
机构不等于不赚钱，也可以赚钱，
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也要有市场化
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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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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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街，
办公地点选在丰盛胡同的太平洋保险大厦
上。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证金公司的选址颇
有讲究，其所在的太平洋保险大厦与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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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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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根本无法进入。

证金公司对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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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的金融机构不同，证金公司并未设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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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委办公室联系。
不过，记者联系证金公司党委办公室时，对
方以近期不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
访需求。

然而，在6月 15日突如其
来的股灾中，证金公司作为
“救市国家队”的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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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划拨证金公司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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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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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主要
通道。这家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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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亿元主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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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基金冯飞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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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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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的救市主力

敏感的救市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