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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实现了从地区性市场向全国性市场的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制约其自身发展的矛盾，证券市场结构缺陷便是这
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之一。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市场结构不均衡发展问题，调整结构成为实现资本市场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到2006年底，中国已经
全部履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关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承诺。
对外开放推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促进了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壮大。
如合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大量设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机制相
继建立，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重组境外上市继续推进，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开始在境内发行上市，外资也
被允许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等等。
证券监管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
所以，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参与国际投资，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并引进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促
进国内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本书对中国证券市场走向现代化的一些相关要素如QFII制度、 QDII制度、 CDR制度及股指期货
问题作了探讨，并论证了中国证券市场走向国际化过程中证券监管的重要作用。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全书框架的构思、提纲的酝酿、案例的精选、文字的斟酌及最后的定稿，都倾
注了笔者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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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证券市场结构的微观分析　　第一节　证券市场结构的微观因素　　
二　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人。
证券发行人指按照《证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具备发行证券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
司；证券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基金、外国投资者等。
在中国现今股市上，尽管个人投资者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机构投资者队伍和影响力却正在逐步壮
大。
目前外国投资者已经可以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内地A股。
2000年8月，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法人配售发行方式指引》①的通知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发行人在招
股意向书中必须细化和明确战略投资者的定义，使之充分体现出战略投资的意义。
战略投资者的家数原则不超过2家，特大型公司发行时，可适当增加战略投资者的家数。
”在法人配售中，发行人对战略投资者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一般指在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方面与公司
存在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对所持股份有一定期限限制的机构投资者，而一般机构投资者相比较于战略投
资者的定义，显然条件更为宽松。
因此，在这层意义上考察，机构投资者应该是广泛意义上的法人机构。
　　机构投资者的构成按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按照政策的标准可以分为一般机构投资者和
战略机构投资者。
目前的政策限定中战略配售仅限于法人。
按照投资者的业务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来划分，又包括金融机构投资者和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机构投资者，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
非金融机构投资者，按此划分的着眼点是管理层的监管政策。
按发展的趋势和需要来划分，一般又分为现行机构投资者和潜在机构投资者。
现行机构投资者的主体是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三类企业等法人机构，而潜在机构投
资者目前主要指社会保险资金管理机构，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还应包括银行、财政结余资金运营机构
。
其中，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社保资金及三类企业应是研究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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