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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证券市场要素发展情况直接反映证券市场发展状况。本文阐述了证券市场要素构成，

分析了“十一五”期间重庆证券市场要素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提出了“十二五”期间

推进重庆证券市场要素发展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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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市场的构成要素 

证券市场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市场主体、客体和交易中介二个基本要素。证券市场的主体是参与证券

市场交易的当事人，既有资金供应者，也有资金需求者，包括企业、政府及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居民个

人等。他们既能}句证券市场提供资金，也需从证券市场筹措资金，这是证券市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项基

本因素。证券市场的客体是证券市场的交易对象。它包括、股票、债券、基金、权证等。证券市场的中介

在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之间起媒介或桥梁作用。中介大体分为两类:交易中介和服务中介。交易中介通

过市场为买卖双方成交撮合，并从中收取佣金。交易中介包括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地方股权转让中心等。服务中介本身不是金融机构，但却是证券市场上不可或缺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投资咨询公司和证券评级机构等。     

二、“十一五”期间重庆证券市场要素发展状况     

重庆证券市场要素经历了 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最近 5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及证

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顺利推进，重庆证券市场规模迅速壮大，为重庆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上市公司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经过近 5年的发展，重庆上市公司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 Wind资讯，

2005 年底重庆上市公司只有 29 家，总股本 96. 56 亿股，总市值 337 亿元。截止 2010 年 10 月 20 日，重

庆上市公司达到 33家，总股本 129. 75亿股，总市值 2781亿元，分别是 05年的 1. 34 倍和 8. 25倍。     

从融资额度来看，根据 Wind资讯统计显示:除 2006 年重庆没有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外，其余年份均存在

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增发股票融资。如图 1 所示，“十一五”期间，重庆上市公司股票融资总额达

227. 56亿元，其中:首发融资 64亿元，增发融资 163. 56 亿元;2010年融资额最高，到目前为止已达 114. 

1亿元。融资额度总的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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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经营机构持续稳定发展 

“十一五”期间，随着重庆证券经营机构综合治理工作顺利推进，证券公司风险得以化解，初步建立

起了合规与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各项证券监管制度也进一步完善，重庆证券经营机构步入了快速、健康发

展的良性轨道。据统计，重庆辖区 2006 年底有 63 家证券营业部，到 2007 年底为 65 家，2008 年底为 68

家，2009年底增加到 88家，到 2010年 9月增加到了 101家。可以看出，证券营业网点数量呈现加速上升

之势。截止 2009 年年底，辖区有 1 家上市证券公司、2 家基金公司、2 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 家证券投

资咨询分公司，证券营业部 88 家，辖区证券从业人员达 3000 多人，投资者达 160 多万户，客户资产 700

多亿元。      

 (三)投资者队伍持续快速壮大       

“十一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证券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重庆辖区证券投资者数

量持续快速增加。据统计，2006 年底，证券行业开始规范清理不合格账户，到 2007 年底，规范清理不合

格账户工作基本完成，清理后辖区合格账户为 59. 83 万户，其中机构账户 1175 户。到 2008 年底，随着

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开户数达到 138. 64 万户，其中机构账户增加到 2635 户。2009 年底开户总

数增加到 164. 38万户，机构账户达到 4136户。到 2010 年 9月开户总数己达 175. 63 万户，机构户 4196

户。四年间投资者数量增加了 2倍(图 2所示)，机构账户增加了近 3倍。 

 



 (四)证券交易量大幅度跃升 

“十一五”期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得到了超常

规发展，市场交投非常活跃，证券交易量大幅度跃升。重庆辖区作为全国证券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投资

者投资热情空前高涨，证券交易也相当火爆。据统计，2006 年辖区证券交易量为 1965. 52 亿元，2007 年

达到 4170. 6 亿元，2008 年为 6896. 14 亿元，2009 年更是突破万亿大关，达到 11946 亿元，2010 年前 9

个月为 8247. 25 亿元，全年交易量也肯定过万亿  (如图 3所示)。5年间证券交易量增加了近 6倍。 

 

三、重庆证券市场要素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证券市场总体规模较小，发展相对滞后     

1.上市公司，公司数量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相对卜降。根据 Wind资讯提供的资料:2006年年底

全国有上市公司 1434家，重庆有 29家，重庆所占比重为 2. 02%。到 2010年 10月，全国上市公司发展到

1992家，重庆为 33家，所占比重下降到 1. 66%(见表 1)。     

2.上市公司总股本和总市值有占全国的比重虽然所上升，但仍然偏小。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资料(见

表 1):2006年年底全国有上市公司总股本 14847. 46 亿股，总市值 10. 35万亿元，重庆上市总股本为 103

亿股，总市值为 609. 11 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0. 69%和 0. 59%。到 2010年 10月，全国有上市公司总股本

22267. 27亿股，总市值 30. 84万亿元，重庆上市总股本为 243. 28亿股，总市值为 2831. 4亿元，分别

占全国的 0. 75%和 0. 92% . 

3.证券交易量占全国的比重保持平稳。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底全国证券交易量为 8. 

87 万亿，重庆为 1970 亿元，占全国交易量的 2. 22%,  2010 年 10 月，全国证券交易量为 39. 16 万亿，

重庆为 8247. 25 亿元，占全国交易量的 2. 11%(见表 1)。     

2006 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 211808 亿元，重庆为 3907. 23 亿元，占全国的 1. 84%，到 2009 年底全国

国民生产总值为 335353 亿元，重庆为 6530万亿，占全国的 1. 95%。除证券交易量在全国所占比重略高于

重庆经济总量所占全国比重外，重庆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本、上市公司总市值所占比重均低于重

庆经济总量所占全国比重，尤其是上市公司总股本和总市值所占比重均不到全国的 1%，反映出重庆还没有

充分利用证券市场所具有的融资及资源配置优势，形成优质企业融资、发展、价值提升、回报社会的良性

发展机制。 



 

 (二)市场主体的质量和效率承需进一步提升     

1.上市公司产业、行业分布广泛，优势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聚集效应不强。现有 33 家上市公司所在行业

广泛分布在生物制药、摩托制造、汽车制造、电力、房地产、化工、商业百货、钢铁、酿酒、化肥农药、

市政工程、金融等 19个行业，集中度最高的是生物制药上市公司，共有 7家，但整体规模都偏小，还没有

形成行业龙头企业。其次是汽车、摩托车制造，有 3 家上市公司，整体上反映了重庆汽车摩托车制造水平

和在行业中的地位。而高新技术企业、第二产业的上市公司则相对较少，目前还没有农业产业的上市公司，

而这些行业都是未来重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所必须发展的产业。    

 2.证券经营机构还需进一步发展。重庆证券经营机构近年虽然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和不足。一是规模小，辖区到目前仅有 1 家证券公司，该公司的规模在全国 100 多家证券公司的排名

在 50位左右，各项业务发展均在中游水平，还不能很好地满足重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加快重庆证券市场

发展的需要。二是业务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证券经纪业务是各证券经营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来自于

投行、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的收入所占比重较低。随着证券网点的扩张，证券经纪营销日趋激烈，营销

中的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辖区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二是业务发展不均衡。辖

区的证券经营机构普遍对经纪业务相当重视，投入了绝大部分的资源用于发展经纪业务，而对投行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等投入相对较少，发展长期滞后，这也是造成辖区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明显不足的重要原因。     

3.机构投资者队伍发展不足。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正演化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根据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相关数据(见表 2):2007年全国投资者开户数为 11504. 61 万户，其中机构投资者为



57. 11 万户，占投资者总数的 0. 50%,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占整个股票流通市值的 48. 71%。当

年重庆机构投资者为 1175 户，占辖区投资者总数的 0. 2%，持股比例为 11. 46%。到 2009年，全国投资者

开户数 14674万户，其中机构投资者 69. 43万户，占投资者总数的 0. 47%，机构持股比例己达 60%。而同

年重庆机构投资者开户数为 4136户，占辖区投资者总数的 0. 25%，持股比例低于 20%。这反映出全国证券

市场己经是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而重庆却依然是以散户为主的市场。 

 

(二)证券市场专业人才缺乏     

由于辖区证券经营机构业务发展单一，同质化经营严重，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纪业务的发展和扩张

上而，倒是培养了一批证券营销方而的专才，但这对辖区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远远不够。由于资产管理业

务，投行业务发展滞后，我市缺乏一大批投资理则专家，研究咨询专家，资本运营行家，战略发展规划师

等中高级专业人才。作为人才和资本高度密集产业的证券业，只有资本和人才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数量，才

能有效发挥市场的各项功能。当前重庆证券市场人才的缺乏己成为阻碍辖区证券市场投融资、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产业结构转移和升级，推动市场创新等功能有效发挥，推进重庆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瓶

颈。     

四、“十二五”推进重庆证券市场要素发展的思路      

 (一)充分利用证券市场功能，服务重庆经济发展     

1.利用国家政策扶持，加快推动优质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融资，实现跨越式发展。充分利用国

家对重庆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两江

新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证券市场投融资、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推动创新功能，积极

支持辖区优质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发挥现有工业基础优势，积极构建特色优势产业

集群，重点培育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餐饮服务以及农业龙头企业上市，实现跨越式发展，

以此带动重庆产业升级，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2.通过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优化存量上市公司，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针对重庆上市公司整体规模

小、行业分散、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采取差异化的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策略。一是支持汽车摩托车行业上

市公司通过配股、定向增发、发行可转债等方式实现再融资，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继续做大做强重

庆汽车摩托车产业。二是加强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的重组整合，积极扶持该行业的优质上市公司进行再

融资和并购重组，形成行业龙头企业，带动整个重庆医药化工行业的发展。二是积极推动发展能力较弱的

上市公司置换重组，引进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提升持续发展能力。       

(二)进一步发展壮大证券经营机构，提升服务水平     



1.推动辖区证券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十一五期间，在市政府的大力推动卜，在监管部门紧密的一线

监管和指导卜，重庆辖区唯一一家证券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一家岌岌可危的风险证券公司，脱胎

换骨，圆满完成资产重组，成功实现借壳上市，并在 2010年 9月定向增发成功再融资近 60亿元。到 2010

年 9 月底，公司净资本达 90. 16 亿元，总资产增加到 186. 3 亿元。“十二五”期间，将严格按照“资本

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行安全，效益良好”的监管要求，推动西南证券在继续巩固和扩大现有业

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资产管理、融资融券、直投业务、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等新业务，通过兼并

重组等方式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朝着现代大型综合类券商的发展目标大踏步前进，使之成为长江上游金

融中心重要的投融资平台。     

2.积极引进分支机构，壮大地方机构规模。“十二五”期间，紧紧围绕打造长江上游经济金融中心的

目标，紧扣辖区市场实际，一是积极支持现有证券营业网点改造升级，合理地区布局。二是支持异地优质

证券机构来渝设点，增加证券营业部数量，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提高辖区证券行业服务水平。二是争取

设立更多的证券分公司，引导证券经营机构在发展经纪业务的同时，更加注重投行、资产管理、融资融券

等新业务的发展，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二)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投资者整体素质 

1.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优化投资者结构。发展机构投资者，优化投资者机构，摆脱辖区投资者弱势地

位，更好的辐射和带动辖区证券市场的发展，是重庆构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必然选择。“十一五”期间，

在监管部门不断强化日常监管，规范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强化投资研究，支持新发产品，使辖区 2 家

基金公司经营状况取得明显进步，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公司投研团队明显增强，代销渠道得到极大拓

宽。到 2010年 9月底，2家基金管理公司共管理 9只基金产品，基金规模达 140亿元。“十二五”期间，

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思路是:一是积极推动辖区基金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使 2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再

上一个新台阶，分别达到 200 亿元以上。二是推动辖区新设 1 到 2 家新的基金管理公司，进一步壮大证券

投资基金规模。二是积极引进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社会保险基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

者(QFII)等在重庆设立分仓，提高重庆证券交易的市场份额。四是进一步培育、挖掘、引进一般企业法人

投资者，以此优化投资者结构，改变辖区投资者队伍的弱势地位，提高证券投资效率。    

 2.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提高投资者整体素质。针对辖区散户投资者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将在“十二

五”期间继续将投资者教育引导工作作为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证券经营机构在投资者教育引导

中的主体作用，通过教育培训、证券投资知识讲座、提高证券投资咨询水平、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

普及证券投资知识、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宣传等方式，全而提升投资者整体素质，引导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高证券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四)努力培育、引进证券专才     

证券市场既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又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市场。要发展辖区证券市场，人才是关键。随

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辖区证券专才需求将更加旺盛，人才己经变成制约辖区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因

素。一是复合型证券从业人员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大量需求。二是证券高端人才稀缺。二是从业人员素质

需进一步提高。四是证券从业人员开拓创新和竞争意识不够。“十二五”期间，我局将立足于辖区证券市

场的长期发展，努力培育、引进一批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证券专才:     

一是加大本土证券从业人员的培养力度。重点抓好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制定与完善各个层次的证券

从业人员培养规划，全面提升证券从业人员的素质。为证券从业人员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培养证券从业



人员“诚信、爱岗、创新”意识。督促各证券经营机构完善证券从业人员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实行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的市场化配置和契约化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利于证券从业人员集聚的政策措施，使更多的本土

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市场的中坚。     

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引进证券专才，造就一批以高级证券专业人才为代表的证券领军队伍。针对辖区证

券市场网点发展快，业务发展不均衡，投行业务，资产管理等业务发展长期滞后等问题，重点引进证券管

理人才、投行保荐人、资产管理专才、战略分析研究人才、行业发展规划人才等中高端证券专才。努力建

设一支高素质的证券人才队伍，带动辖区证券市场全而、均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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