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 张罚单“砸”向 28 家券商，监管剑指这些违规行为 

 

进入三月刚四天，已有光大证券、中信证券、中山证券三家券商相继收到

监管罚单。 

虽然对光大证券的罚单系对其旧事的追责，但仍可见监管下发罚单的密集

程度。据中新经纬统计，2022年以来，各监管部门累计对券商至少下发了 57

张罚单，波及 28家券商，其中投行业务仍是“重灾区”。 

在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峰看来，加强券商等中介机构的监管具备杠

杆效应。通过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再让中介机构去尽职尽责，实际上就间

接监管了众多的发行人和上市公司等主体。 

投行、经纪为“重灾区” 

3月 2日，中山证券因作为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挂

牌主办券商未勤勉尽责，被全国股转公司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受警示函处罚。 

而在此前一天，龙头券商光大证券和中信证券刚刚收到罚单。 

对于光大证券来说，这张上交所出具的罚单和 1月上海证监局给出的监管

警示函同出一因—MPS收购事件存重大合同披露不及时等多项违规。不同的

是，上交所对光大证券和时任董事长薛峰进行通报批评，涉及的其他次要责任

人也已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而对于“券商一哥”中信证券来说，罚单显得更加“细微”而引发关注。 

据江西证监局披露，中信证券江西分公司在展业当中存六宗违规：一是负

责人强制离岗期间审批了 OA系统流程，实际代为履职人员与向监管部门报告的

情况不一致；二是部分办公电脑未按要求及时录入 CRM员工交易地址监控维护

系统，无法提供 OA 系统代为履职授权记录；三是增加经营场所未及时向监管部

门报告；四是存在向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发送产品推介短信

的情形；五是融资融券合同、股票期权经纪合同、投资者开户文本未采取领

用、登记控制，未采取连号控制、作废控制，保管人与使用人未分离；六是部

分柜台业务存在客户开户资料重要信息填写缺失、《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缺少等问题。上述六宗违规中，有业界人士向中新经纬表示，第一项的细微程

度值得深思。据了解，这是 2021年首张涉及“OA系统操作程序”的罚单。 



江西证监局称，上述情况反映出中信证券江西分公司合规经营存在问题、

内部控制不完善，责令该公司自决定下发之日起 1年内，每 6个月开展一次内

部合规检查，并在每次检查后 10个工作日内，报送合规检查报告。 

据中新经纬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监管已至少向券商总部、分支机构

及从业人员开出 57 张罚单，以涉同一总公司为标准合并后，共有 28家券商

“中枪”。具体到业务，涉及投行和经纪业务的罚单最多，分别占比约 30%和

28%，而涉及资管业务和合规风控的约 17%和 19%，余下则涉及反洗钱、税务等

方面。 

跟经纪业务相关的罚单，主要涉及聘用未取得证券投资顾问执业资格的从

业人员担任投资顾问助理；通过微信及微信群向投资者发布误导性陈述；从事

营销业务期间，存在推荐股票未充分提示风险以及未提供来源；替客户办理证

券认购、交易的行为等违规行为。 

跟投行业务相关的罚单，主要涉及保荐中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未进行充分核查验证；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监督不到位；签字的财

务顾问报告存虚假记载；未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等违规行

为。 

跟资管业务及合规风控方面相关的罚单，主要集中在资管新规落实不到

位；投资交易管理存在缺失；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不健全；风险管控制度存

缺失；宣传推介材料用语不规范且未提交合规审查等方面。 

中新经纬注意到，与以上不同的是，更有券商因反洗钱工作不到位被罚。

今年 2月下旬，国信证券因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与身份不明的客户

进行交易，被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罚款人民币 105万元。 

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2021 年全行业 140家券商豪赚 1911.19 亿元，延续 2020年的丰收，但与

此同时，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曾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 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证

券经营机构要将合规风控摆在突出位置，全面提升合规风控能力，有效防范化

解风险。 



券商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之一，在维护资本市场良性发展上任重而

道远。 

据中新经纬观察，随着全面实行注册制等资本市场改革以来，监管层对券

商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比如，前述提到的 57张罚单中，投行业务不仅是“重灾

区”，也是受罚最严重的。相对其他业务违规多是收到监管警示函来说，投行

业务的处罚除警示函、通报批评之外，更严重者已被立案调查。 

今年 1月 18日，中德证券因在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保荐业务涉嫌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中德证券立

案。 

而在此前备受业界关注的“康美案”中，广发证券更是保荐资格被暂停 6

个月，14 人受惩处，可谓是言犹在耳。 

“可以说全面实行注册制是一把双刃剑。”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

所长董登新对中新经纬表示，在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等大背景下，市场更包

容，券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IPO业务量会提升，但与此同时，券商所承担的

法律责任和风险也会更大，尤其是若保荐人团队整体素质不高，一旦遭受处

罚，后果非常严重。 

在许峰看来，加强券商等中介机构监管最为本质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理顺

和到位以及信息披露责任的严格履行，这些都可以保障股东权利尤其是中小股

东权利的实现，可以尽力保障股东知情权的实现，从而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经营

层面保障公司合规经营运作，在信息披露层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可

以让二级市场投资者作出更加有效的投资决策，避免被误导。 

证监会在近日集中公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及政协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部分建议、提案的答复情况中强调，下一步，将全面落实

“零容忍”的执法理念，进一步加强对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

监管，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督促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归位尽责，切实发

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职责，维护发行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董登新指出，又想多拿业务，又害怕承担责任是不可能的。券商应该加强

人才储备，加强职业操守教育，强化内部风险管控，否则可能是“吃力不讨

好”。 

（ 来 源 ： 中 新 经 纬 。 转 引 自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反 洗 钱 研 究 中 心 。 网 址 ：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41680。时间：2022年 3月 6日。访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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