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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监管情况通报

（2017年第 10期 总第 23期）

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主办 2017年 11月 2日

【编者按】近期，我部在日常监管和舆论监测中关注到，

有的证券公司向客户介绍可转债申购策略时，告知投资者中

签后不缴款也没事，诱导投资者顶格申购，存在误导投资者、

执业不规范等问题，同时反映了相关机构人员管理不到位、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为进一步加强证券基金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合规管理，现将情况予以通报，供全

行业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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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转债承销适当性管理

相关情况的监管通报

一、基本情况

今年 9 月，我会修订发布《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135 号，以下简称《承销办法》），对可转债发

行方式进行了调整，将以往的资金申购改为信用申购。采用

信用申购后，市场高度关注，可转债申购情况活跃。近期，

我们在舆论监测中发现，有关媒体报道称在可转债承销过程

中，有的证券公司向客户介绍可转债申购策略时，存在告知

中签后不缴款也没事、诱导顶格申购等误导投资者的行为，

暴露出部分证券公司在开展可转债承销业务过程中存在宣

传推介行为不规范、适当性管理要求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二、存在问题

《承销办法》第 13 条对投资者申购可转债行为提出了

“按时”、“足额”等要求，并对未足额缴款等失信行为明确

了限制申购的处理措施。即“投资者申购可转债获得配售后，

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

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可转债等申购。”按照这一规定，媒体报道中证券公司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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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推介可转债产品的行为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错误宣传可转债申购规则。《承销办法》第 31 条规

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推介过程中不得夸大宣传，或以虚

假广告等不正当手段诱导、误导投资者。

上述案例中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关于“告知投资者中签后

不缴款也没事”的推介行为存在明显的错误宣传情形，易导

致投资者因不了解相关规则而进行非理性申购，与上述规定

明显不符。

二是未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第 3条规定，经营机构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

务的过程中，应当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充分揭

示风险。《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第 13 条规定，

证券公司应当向客户全面、公正、准确地介绍金融产品有关

信息，充分说明金融产品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等主要风险特征。

上述案例中的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在未向客户充分揭示

不足额缴款将面临的限制申购风险的情形下，诱导投资者进

行顶格申购，或将造成投资者资金实力、认购意愿与实际获

配数量不匹配的情形，与上述规定明显不符。

三、监管要求

上述案例也反映出相关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业务内部

控制、适当性管理中尚存在薄弱环节。各证券公司应对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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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高度警惕，各方应勤勉尽责，严格遵守相关业务规则，加

强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管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高度重视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落实“充分揭示风

险”等各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承担起证券市场“守门

人”的责任，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一是健全投行业务内部控制、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各证券公司应制定符合投行业务特点的制度规则，将投行业

务全面纳入公司内部控制、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体系，加

强发行、承销等环节管理，制定科学的销售人员考核激励机

制，避免投行业务存在明显的制度短板或薄弱环节。

二是完善业务流程、强化执业行为的合规管理。各证券

公司应明确各业务环节的执业标准，加强事中事后合规管

理，确保内控制度得到有效落实。统一各分支机构和从业人

员执业要求和执业质量，避免执行过程中阳奉阴违、走形变

样。

三是加强人员培训，及时做好规则解读。各证券公司应

认真学习我会各项规则具体要求，做好规则解读及宣传工

作。尤其应加强对金融产品营销人员的培训，保证其充分了

解所负责推介金融产品的信息及与代销活动有关的公司内

部管理规定和监管要求，牢记执业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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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会领导。

发送：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上海、深圳专员办，各交易所，

各下属单位，各协会，会内各部门，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投资咨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