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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自营股票的钱怎么来的~什么是券商自营股票？-股识
吧

一、证券公司的自营买卖其收益主要来源于什么？

差价，分红，利息。

二、融券是我们从证券公司借股票卖出，那么证券公司的股票是
从哪里来的呢？会不会被借没？

融券的股票来源：1.证券公司自营买入。
2.暂借其它机构所持股票（我国试点阶段不允许）。
至于会不会把券商所持标的证券借完，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不太可能，因为
不可能在同一时段发生所有客户都对同一支标的股票看空的情况，就像所有股票在
同一时间都有买有卖的情况一样，在同一价位上，有融券卖出的，也有买进还券的
。
另外，在融资融券制度上，还有如下规定：1.能够融券的股票，在股本规模，财务
状况，近几个月换手率，近几个月每日涨跌幅度，股东人数都有要求。
这样就能保证所选股票不存在被单一个人和机构操纵的情况发生。
2.证券公司为单一客户融资融券不得超过净资本的百分之五。
3.融券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三、什么是券商自营股票？

自营股票也是证券公司自己买入的，自行经营通过买卖差价获利。
证券公司按季提取和清算自营证券跌价准备。
季度终了，将当季末自营证券的总市价与其总成本进行比较，如总市价低于总成本
的，按其差额提取自营证券跌价准备。
下一季度终了，按当季末自营证券的总市价与其总成本的差额调整自营证券跌价准
备，即如上季末提取的自营证券跌价准备不足弥补当季自营证券总市价低于其成本
差额的，按不足部分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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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总市价高于或等于总成本，全额冲回已提取的自营证券跌价准备。

四、从股市上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请高手指点

不排除有坐庄的股票，但是股市里不可能每只股票都被庄家控盘。
说到底股价的涨跌，就是由股市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大家都看好一只股票都去买，自然就把股价抬上去了，反之也一样，大家都抛售一
只股票，自然就促使股价下跌。
因此说股市里的游戏就是零和游戏，股民赚的钱是从赔钱的人手里赚来的。
从宏观看，股市是个零和游戏。
社会的资金进出股市，进入多，股市涨；
退出多，股市跌。
但无论涨跌，社会资金或财富总量是不变的，只是股票和资金的持有人通过交易变
换一下位置。
那股票是怎么涨跌： 股票的价格是通过交易活动确定的。
在一个价位只要发生了交易，这个价位就被确定为所有股票的价格。
问题是，一次交易的最低额只要一手即可，也就是说，确定价格的行为只需要极小
的交易量就能做到，完全不需要所有的股票都以相同价格跑过来交易一遍。
这就造成一种错觉：涨的时候股票的市值增加了，那就要相应的资金在那里“站岗
”等着；
而跌的时候股票市值减少了，相应的“站岗”的资金也减少了。
增加和减少的资金二者一相减，问题来了，一部分资金不见了！于是我们就会一头
雾水－－这不见的资金去了哪里： 其实是我们的逻辑犯了错误。
市值的确定只是经由很小量的交易就“完成”了，而实际上，这时完成的根本不是
整个市值的交易，只是完成了一个认可－－所有股票对这次交易的认可，真正的交
易也就是总市值的交易却尚未发生！在真正的交易尚未发生的情况下，所谓的市值
只是一种假设！而作出这个假设的最低成本只是一手股票。
现在引入了假设的成本的概念，市值的假设是需要成本的。
这个成本可是真金白银，所以，社会总资金要分出一部分实量到股市来参加市值假
设的活动。
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理论上所有的股票都承认某种已经被认可的价格。
这样就有了一种供需关系，股票代表供给方，资金代表需求方。
当社会资金流入股市增大时，强烈的需求刺激股票价格上涨。
反过来，资金由股市流出回到社会，需求减少，股票价格下跌。
当参加市值假设活动的资金进出平衡，供需关系也趋于平衡时，股市牛皮。
由此看来，所有的股票价格涨涨跌跌，都与真金白银的资金进出股市有关，资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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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票涨，资金少时股票跌。
但是这些资金， 1、它与市值不是一回事，市值只是一种理念上的“值”，因为股
市永远不发生总市值的交易；
2、它不创造市值，它只参加市值的假设，换句话说，它只发现市值；
3、它是社会总资金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不参与社会总资金的增加和减少。
在这里，社会总资金是一个常量，不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股市市值的变化不会引起社会总资金的变化，能够引起社会总资金变化
的是社会的生产活动，不是股市的市值假设活动。
当然，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这个推论过程简化甚至排除了许许多多的细节。

五、券商买股票的资金是哪来的？

1。
证券公司自营业务。
证券公司可以用自有资金买卖股票。
2。
证券公司包销业务。
证券公司用包销方式承销上市公司股票，会买入一级市场上的股票，没有承销完的
部分股票属于证券公司持有，并在上市后可以在二级市场抛售。
3。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
证券公司可以为客户办理单个或集合理财产品，可用于股票投资，资金来源是客户
。

六、证券自营业务筹集的资金来源有哪些啊？

我个人认为包括：公开在媒体，向社会，说明其用途，风险，并且与注资者签定法
律认可的协议书。
以保证注资者的合法权益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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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资人能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哪券商手中的股票又是如何而
来的呢？

券商需要开一个专门的帐户来存放股票专门供投资者来借。
这些股票的来源有可能是券商自己买的，比如自营业务。
还有可能是借的，比如一些基金尤其是指数基金，它们的股票是很多的，而且它们
跟踪指数也不需要卖出。
反正留在手上，还不如借出去收一点钱回来。

八、人们买股票的钱是怎样运作的？这些钱是怎样到达企业的？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国泰君安上海分公司给予如下解答在一级市场上，上市公司
通过发行，将股票卖给投资者，企业得到资金，投资者得到股票；
二级市场上，股票在投资者之间进行买卖。
但是也不是说二级市场和上市公司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上市公司之后还想融资，配
股，等等，还是要看上市公司的股价的。
如仍有疑问，欢迎向国泰君安证券上海分公司官网或企业知道平台提问。

九、“证券公司从事证券自营业务时，严禁进行以获取利益或减
少损失为目的的交易活动。”这句话对还是错？

错；
这是证券公司进行自营业务时的禁制行为第三章 禁止行为第十二条 证券经营机构
从事证券自营业务，不得从事有关禁止证券欺诈行为的法规规定的内幕交易。
第十三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自营业务，不得从事下列操纵市场的行为：（一
）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约定与其它证券投资者在某一时间内共同买进或卖出某一
种或几种证券。
（二）以自己的不同帐户或与其他证券投资者串通在相同时间内进行价格和数量相
近、方向相反的交易。
（三）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并且大量地连续买卖某种或某类证券并导致市场价格异常
变动。
（四）有关禁止证券欺诈行为的法规规定的其他操纵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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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自营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将自营业务与
代理业务混合操作（二）以自营帐户为他人或以他人名义为自己买卖证券（三）委
托其他证券经营机构代为买卖证券（四）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违反自营业务管理规定
的行为第十五条 上市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持有证券经营机构10%以上的股份时，该证
券经营机构不得自营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前款所称关联公司，由证监会依据国家有关法规认定。
第十六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自营业务，应将买进或卖出的证券逐笔交由证券
交易所指定的登记清算机构办理交割，不得以当日卖出或买进的同种证券抵充。
第十七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自营业务，应当建立和完善内部监控机制，认真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始终保持遵规守法意识，防范和制止公司内部各种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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