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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 5 月成功上市，公

司的资本实力得到了明显加强。但面对传统业务竞争加剧、创新业务飞速增长的

行业发展趋势，公司现有净资本规模仍然偏小，并已成为制约公司实现战略发展

目标的瓶颈。公司亟需通过再融资进一步提升净资本实力，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股东创造

更大的价值。 

公司拟通过配股方式进行再融资，进一步加快补充资本的步伐，扩大业务规

模，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基本情况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方面： 

1. 扩大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信用类业务的规模； 

2. 扩大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直投等股权业务规模； 

3. 加大固定收益业务的投入； 

4. 加大资产管理业务的投入。 

 

二、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一）适应监管政策导向和提升公司行业地位的需要 

随着证券行业转型与创新发展不断深化，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近几年，行业

盈利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从过去单纯依靠通道佣金的业务模式逐渐向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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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业务为代表的资本依赖型收入模式转变，这些业务将大量占用公司资本。在

监管层目前“促进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现代投

资银行”的目标指导下，以及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下，资本实力是决定证

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公司通过 IPO 融资，资本实力得到加强。但在传统业务竞争加剧、创新业务

飞速增长的行业发展趋势下，公司整体资本实力依然不足。截至 2016 年三季度，

公司净资本规模为 73.71 亿元（为合并口径数据），较去年同期增长 62.10%，但

与行业第一梯队证券公司数百亿级净资本规模相比尚存较大差距，严重制约了公

司的快速发展。公司亟需通过股权融资进一步提升净资本实力与行业地位，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与行业竞争力。 

   （二）提升资本实力与风险抵御能力的需要 

证券行业属资金密集型行业，证券公司自身的资本规模与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息息相关。证券公司扩充资本规模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

要求趋严，各主要业务规模与净资本规模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增强资金实

力能明显提升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日新月异，市场化程

度日益提高，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涌现，从而对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抵御风险能力的高低将决定公司能否保持核心竞争力以及更好地生存和发

展。通过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公司的净资本规模可得到进一步扩大，公司抵御各

种风险的能力也将随之增强。 

  （三）优化业务结构，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2012 年以来，证券行业开始了大规模创新发展，资本缺口逐渐成为制约公司

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的瓶颈。目前，信用类资本中介业务发展较为快速，该类业

务具有收益较为稳定、风险相对可控、规模可扩张等特征，已经成为证券公司盈

利增长的重要来源。此外，直接投资业务发展迅猛，对资本规模也有较大需求。

这些业务对证券公司资本实力有很高的要求，资本的短缺将限制这些业务规模的

扩大，造成公司无法有效满足客户的投融资需求，以至可能错失资本市场良好发

展机遇。公司必须通过再融资来筹集业务发展资金，扩充净资本，扩大业务规模，

满足各项业务的资金需求，提升综合竞争力。 

三、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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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风险实时监控系统高效，具

备了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公司不

存在权益被主要股东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担保

且尚未消除等《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所禁止的情形，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配股的条件。 

   （二）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2012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都强调

要支持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加快改革步伐，提高专业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实

体经济。 

2014 年 3 月 1 日实施的《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要求证券公司进

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 

2014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国六

条”中，明确要求要促进中介机构创新发展。放宽业务准入，壮大专业机构投资者，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 

2014 年 3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

的意见》，从建设现代投资银行、支持业务产品创新和推进监管转型三个方面明确

了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宽融

资渠道，支持证券经营机构进行股权和债权融资。 

2014 年 5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指出要促进中介机构创新发展，推动证券经营机构实施差异化、专业化、

特色化发展，促进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现代投

资银行。 

2014 年 9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鼓励证券公司进一步补充资本

的通知》，要求各证券公司重视资本补充工作，鼓励证券公司多渠道补充资本，其

中明确提出：“原则上三年内至少通过 IPO 上市、增资扩股等方式补充一次资本，

确保业务规模与资本实力相适应，公司总体风险状况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因此，公司本次配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四、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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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具体投向如下： 

   （一）扩大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信用类业务的规模 

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信用类业务具有收益较为稳定、风险相对可控、

规模可扩张的特征。公司推进该类业务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向资本中介

方向转型，提高公司盈利水平，优化公司收入结构。 

公司拟运用本次配股募集的部分资金扩大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信用

类业务的规模，实现收入的快速增长。 

   （二）扩大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直投等股权业务规模 

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金融围

绕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大趋势。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直接投资业

务，能够充分发挥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优势，通过资本和专业的投后管理支持，

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加大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直投等股权业务的投入，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转型、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并树立自身品牌，公司拟利用本次

配股募集的部分资金，增加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直投等股权业务的投入，增强私

募股权基金管理和直投等股权业务能力。 

   （三）加大固定收益业务的投入 

在固定收益业务领域，公司一直以成为“中国一流的债券交易服务提供商”

为自己的发展目标，经过多年的投入和积累，固定收益业务已发展成为本公司的

优势业务和特色业务。通过多年的经营和发展，公司形成了较雄厚的客户基础，

积累了包括银行、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和各大企业在内的大量客户，建立

了覆盖全国的客户网络，在市场上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深得客户信任。 

公司拟运用本次配股募集的部分资金加大对固定收益业务的投入，围绕客户

和产品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以实现公司现有特色业务的跨越式发展，进而提

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保持其在市场的领先地位。 

   （四）加大资产管理业务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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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并在固定收益类主动资产管理业

务方面上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已经逐步成为公司主要的利润增长点之一。 

公司拟根据实际的发展需求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增加对资产管理业务在系统

建设、平台改进、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投入，以巩固公司在资产管理业务上的竞争

优势，进而提高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市场份额和收入贡献。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有利于公司适应监管政策导向和提升公司行业

地位，有利于提升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扩大

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因此，本次配股

募集资金是必要并且可行的。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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