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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证券公司员工不让炒股！为什么从业人员不能炒股
票呀？-股识吧

一、证券从业人员是不是不能炒股？为什么？另外，可不可以暗
箱操作？

证券法第三节 一般规定中： 第四十三条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
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
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

二、公司员工为什么不可以买本公司的股票？

内部人员掌握了太多的非公开的信息，对于其他的投资者太不公平。
不是说内部员工不允许，是可以买的。
唯独上市公司的证券事物部的人不能买，因为公司凡是有什么重大消息公布都是要
通过证券事物部的。
证券事物部的经理以及他的亲戚是不允许买此公司的股票，如果买了那就违反了市
场的规则，影响市场的秩序。
如果买了市场称知为“老鼠仓”。
《证券法》第47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
益。
所以，高管可以买自己家的股票，但卖出的时间上有规定，不允许短期买卖。

三、证券从业人员是不是不能炒股？为什么？另外，可不可以暗
箱操作？

证券法第三节 一般规定中： 第四十三条 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

                                                  页面 1 / 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
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

四、为什么券商都能自营而从业人员却不能买卖证券呢?

1、国家这政策本意是保护大多数投资者，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原则2、大的券商
炒股 证券自营属于机构大户 需要在国家审核、严密监督之下(其实也不然)。
比小户 独立证券从业人员好管理 也能监控对市场的运行的各种影响3、证券从业者
人多 路杂 ，比其他普通投资者了解更多的内幕 或掌握更多的信息渠道 或
潜在影响力 同时有没有像机构那样的监督，如果允许证券从业者自由炒股就会影
响市场的健康运行 带来诸多危险性与无监管的操控市场问题等等、、、4、其实许
多证券从业者还是变着法炒股 ，国家监管者也明白 但是只要不是很多，可控
他们也没有进一步作出严厉的杜绝、监控手段5、机构
券商要比大量的从业者好管理 监督
而且相对的他们也能做出较从业者较为遵纪守法的 较为合理、理智的投资，而从
业者的大批介入会带来大量的市场问题6、不是国家的政策都是对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需要更严厉的监管 包括证券商的自营
其实他们对市场影响很大

五、为什么从业人员不能炒股票呀？

那只是A股不可以 害怕进行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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