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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灭，

NASDAQ和S&P500等主要股指从高位

跌落，美国证券市场进入熊市低迷行

情。许多投资者由于听信华尔街分析

师的推荐而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

归，一些愤怒的投资者将华尔街的著

名投资银行告上法庭。股市泡沫的破

灭不仅使华尔街经营惨淡，还使那些

陷入丑闻的投资银行及其证券分析师

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和没完没了的诉

讼。2003年4月份，花旗集团、美林公

司和高盛公司等十家顶级投资机构与

美国司法和监管当局达成和解协议，

支付至少14亿美元的罚金。同时，两

名在华尔街显赫一时的证券分析师也

受到严厉制裁，被美国证券市场终身

禁入。但股市泡沫破灭及所触发的

“华尔街丑闻”对证券研究的影响并

非到此为止或仅此而已，华尔街投资

银行的证券研究部门不仅面临着丑闻

后重塑声誉的艰巨任务，还要应对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即SEC)的严厉监管

和泡沫破灭后公司研究费用大幅削减

的压力。曾在新经济泡沫中“呼风唤

雨”的华尔街证券研究部门在股市泡

沫破灭后回归理性，开始探索新的研

究规范和运营模式。

丑闻对投资银行证券研究

的影响及华尔街的反应

新经济泡沫破灭及其触发的“华

尔街丑闻”使华尔街证券研究的独立

性和客观性受到广大投资者、新闻媒

体、监管机构和司法当局等的广泛质

疑。美国学者也从学术角度对证券分

析师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了研究

和分析，Krigman、Shaw和Womack

(2001)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

是公司选择投资银行时重点考虑的因

素，Lim(2001)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发

布较为乐观的研究报告有利于他们接

触所研究公司的管理层，Hong和Kubik

(2003)则发现倾向于发布乐观报告的分

析师更容易跳槽到更好的投资银行。

而监管机构和司法当局的调查也显

示：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在新经济泡

沫膨胀时期确实存在着“利益冲突

(conflicts of interest)”行为，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通过发布偏颇的、过度乐观

的研究报告误导投资人以招揽投行业
1

务等行为 。为了消除投资银行证券研

究部门的“利益冲突”，重塑证券分

析师的声誉和恢复投资者信心，SEC

于2002年发布新的规定，加强对华尔

街投资银行的证券研究的监管。主要

措施有：(1)禁止证券分析师对所在投

资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提供带有

偏见性利好的报告；(2) 禁止证券分析

师在40天内对所在投资银行负责首次

公开发行(IPO)的公司提供评估报告，

或在10天内对增发股票的公司提供报

告；(3)限制但非禁止证券分析师与公

司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对评估报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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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意见；(4)限制公司在证券分析师作

出正式评估之前发布预期评价报告；

(5)限制证券分析师对其所跟踪研究行

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进行交易；(6)

要求证券分析师在对公司作出评估报

告的前30天和之后的5天之内不得买

卖该公司的股票；(7)禁止证券分析师

卖出其近期推荐的股票；(8)要求投资

银行披露股票评级的标准和历史纪录
2

等 。此外，美国证券业的自律组织如

证券业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简称SIA)和注册金融分析

师协会(CFA Institute，即原来的AIMR)

也发布了相关的职业操守和行业规

范。“华尔街丑闻”也引发英国、法

国、德国、日本、韩国和瑞士等国家

对本国发生类似“利益冲突”丑闻的

警惕，上述国家纷纷在2001年到2003

年间发布法令加强对证券研究与证券

分析师的监管。而IOSCO、EU以及

CESR等国际组织也发布了相关的文件

或协议，力图为各国的证券研究监管

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监管框架，以适

应当前证券投资日益国际化的趋势。

新的监管规定使得华尔街的证券

研究发生较大的改变。华尔街对证券

分析师的职责进行了反思和重新界

定。一般认为，证券分析师的主要职

责是对特定的证券、公司和行业进行

审慎尽职调查，以报告形式提交研究

结果，使之成为投资建议的依据。在

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之前，证券分析

师的工作一般包括描述(descriptive)、

选股(selective)和评估(critical)三个方

面。所谓描述是指证券分析师收集整

理有关公司过去和现在的定量和定性

信息，通过评估公司的预期盈利、收

入等财务指标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进行

预测；选股是指证券分析师根据自己

的经验和相关信息的分析，为投资者

提出买入、卖出和持有的投资建议；

而评估则是指证券分析师协助所在公

司的投行部门进行IPO、私募和增发

(secondary offering)的尽职调查时，对

融资公司的会计标准、公司治理、股

利政策和发展战略进行评估审查。显

然，证券分析师为投行部门提供“评

估”支持是导致“利益冲突”的根

源，该职能在“华尔街丑闻”发生后

被严格剥离，而其他两个职能也受到

更为明晰的界定和严格的监管

(Skiles，2003)。

2004年以来，美林、摩根斯坦利

等华尔街顶级投资银行都根据SEC新

的监管政策发布本公司的证券研究守

则，并对证券研究部门的管理、薪

酬、研究、发布和经费进行改进和规

范。在管理上，加强了证券研究部门

的合规性审查，要求所有的研究报告

和评级变更在发布之前都要接受主管

分析师(supervisory Analyst)或部门评级

委员会的审核。正因为如此，在新经

济泡沫破灭后，华尔街在裁减证券分

析师的同时增加了主管分析师的数

量，在削减研究经费的同时增加了法

律费用的支出。在薪酬和经费上，从

公司制度上确保分析师的薪酬和研究

部门的经费与公司投行部门的业绩彻

底脱钩。而此前，投行部门往往允许

证券分析师获得其帮助招揽的业务收

入的3～7%，甚至影响着证券研究部

门的经费预算。在报告的研究和发布

上，强调证券分析师应保持独立性和

客观性，有义务也有权利不接受来自

公司内外任何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杜

绝“利益冲突”问题的产生。除了加

强研究部门的内部合规管理外，各大

投资银行都在研究部门和公司的投行

部门、交易部门等其他业务部门之间

设立了“中国墙(Chinese Wall)”制

度，严格限制研究部门和投行部门的

信息交流，任何的“过墙”行为都必

须得到公司管理层或公司合规审查部

门的许可。此外，华尔街投资银行的

证券研究部门在尽量避免给人“利益

冲突”之嫌的同时，也努力提高研究

报告的质量和时效性，力图重塑和恢

复在丑闻中严重受损的声誉。

"经费紧缩对证券研究部门

的影响及华尔街的对策

除了新监管规则引发证券研究的

职能和独立性发生重大改变外，泡沫

破灭和行情低迷导致部门研究经费紧

缩也对证券研究的运营模式产生重大

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更为立竿见影。

根据SIA的统计数据，华尔街的证券研

究经费在2000年达到峰值，随着股市

泡沫的破灭，2001年整个华尔街的证

券研究经费比上一年度缩减近三分之

一，且在非利息费用中的相对份额也

大幅缩减。尽管随后两年间证券研究

经费逐步回升，但仍远低于2000年的
3

峰值 。研究部门经费的减少而合规审

查费用的大幅增加迫使华尔街的证券

研究主管对研究部门的运作模式进行

改革和创新，以减少研究成本和提高

分析师的工作效率。

首先，将证券研究的分析和发布

流程进行重新整合。一些投资银行的

证券研究部门正尝试着将那些能够标

准化的研究流程，如数据的收集和整

理等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与分析师

真正创造价值的研究工作相分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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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现流程化(streamlined)甚至直接向

独立研究机构或数据供应商购买，后

者则实现个性化和定制化。如信息的

简单收集和数据的初步整理等能够借

助于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就能实现的

研究流程由初级的研究人员完成，而

高级的研究人员则专注于对信息和数

据的分析，根据客户的偏好，为客户

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实现研究的价

值创造(Fernandez，2003)。

其次，减少跟踪分析的证券数

目。新经济泡沫破灭后不久的2001年

8月份，还有4763只证券得到华尔街

证券分析师的关注和跟踪分析，到了

2003年8月份则减少为4103只。所减

少的600余只证券中的60%为市值低于

5千万美元的小盘股。每只证券的研

究经费也由2001年的18.5万美元减少

为目前的11.7万美元，下降了36.8%。

第三，更专注于为机构客户提供

研究报告。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

客户的数目较少，但从单个客户所获

得的利润和收入要远高于个人投资

者，并且也便于研究报告的营销和发

送工作。机构客户往往需要全面系统

和各种类型的研究报告，这有利于研

究部门拓宽收入来源。此外，专注于

为机构客户提供服务也有利于研究部

门对证券分析师的客观评价和考核，

并且由于机构客户对报告的质量要求

高于个人投资者，从长远来看，这有

利于激励研究人员提交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提高证券分析师的整体研究水

平。

第四，增加外购(Outsourcing)比

例。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从第三方研究

机构(Third Party Research Institution )和

数据提供商(Outside Data Vendor)购买

研究报告的支出在2001年大幅下降，但

2002年即有较大回升，据SIA预测该比

例将不断增大。2003年，华尔街在与司

法监管当局的和解协议中也承诺在未

来五年向第三方研究机构购买价值4.35

亿美元的独立研究报告。除了新的监

管政策和公众对华尔街证券研究客观

性和独立性的质疑外，增加外购比例

还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因为外购可

以有效地节约研究部门的固定成本和

人员薪酬。但外购研究报告的质量问

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质疑，因

为很难判断所购买的研究报告是否是

在研究人员对该行业深刻理解，经过

实地调研并和公司管理层充分沟通接

触的基础上完成的，或者仅是基于一

些网络信息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行情低迷和经费紧缩还迫使华尔

街的证券研究部门直接裁减研究人员

的规模和平均薪酬水平。

这也直接导致大量的证券

分析师离开研究部门，而

其中绝大多数是有经验的

证券分析师，并且去职的

比例要高于华尔街所减少

的跟踪分析股票的比例。

这导致每个分析师所跟踪

分析的股票数目要高于新

经济泡沫破灭之前，他们

的工作强度变大。而有经

验的分析师大量离开证券

研究行业也导致华尔街证

券研究的总体平均水平有

下滑趋势，这直接反映在

证券分析师在预测股票业

绩时太过保守且误差增

多。这显然是SEC在出台

新的监管规则时所没有意

料到的。

行业壁垒降低对证券研究

的影响及华尔街的应对

事实上，要提供系统全面的研究

报告需要较高的固定成本，这使得证

券研究行业有着较高的进入壁垒。股

市泡沫破灭后，SEC对证券研究的严

格监管以及繁复的信息披露要求在某

种程度上也提高了证券研究的行业壁

垒和行业集中度，削弱了该行业的竞

争程度。但股市泡沫破灭以及“安然

事件”以来，美国监管当局越来越认

识到高质量的信息是证券市场的“血

液”，信息的及时准确披露是市场有

效运作的前提。因此，SEC不仅在制

度和法律上加强监管，并在技术上积

极引进新的证券电子化信息披露系

统。近年来，美国证券业界和会计组

一连串的华尔街丑闻使美国证券研究机构陷入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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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正积极推广XBRL(即可扩展商务报告

语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以改进目前的EDGAR(即电子

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

Electronic Data Gathering，Analysis，and
4

Retrieval System) 。与后者相比，XBRL

能够自动交换并摘录财务信息而不受

个别公司软件和信息系统的限制，减

少因为信息格式不同而重复输入的问

题，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交换成本，提

高了财务信息的可获得性和时效性。

据统计，华尔街证券研究部门平

均1/4～1/3的研究经费是花费在数据的

收集和整理等前期工作上。XBRL的推

广和运用使得证券分析师可以将网络

上所获取的信息和数据直接用以分

析，同时能够选择其所需的输出格

式，提高信息汇总和分析的效率，使

证券研究部门能够将大量的人力和资

源“解放”出来投入到真正创造价值

的信息分析上。但显然这也大大降低

了证券研究的行业壁垒，使得一些资

本实力较弱的投资银行或其他投资机

构有机会进入该领域，而一些以往需

要投资银行为他们提供证券研究服务

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因此建立自己的研

究机构，减少对华尔街证券分析师的

依赖。甚至一些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凭

借XBRL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分析，

做出投资决策。信息系统的升级使华

尔街的证券研究面临挑战，一些大型

投资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一压力，纷纷

调整证券研究的资金和人员分配，将

优质资源向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研究

环节倾斜，提高研究报告的质量。此

外，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

资产价格受到越来越多风险因素的影

响，并且这种影响也越来越复杂，华

尔街的证券研究主管意识到为客户提

供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方案正成为证

券研究的价值增长点，因此也加大了

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和关注，以此应对

XBRL的推广对证券研究可能的利润侵

蚀和市场冲击。

华尔街的实践对

我国证券研究的启示

我国证券市场自2001年以来经过

了3年多的深幅调整，券商的生存环境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盈利模

式已逐渐失灵。证券研究的重要性随

着券商盈利模式的转变和市场价值投

资的兴起而日益凸显。我国的证券研

究同样也面临着股市泡沫破灭后的种

种问题和挑战，而华尔街的实践为我

国证券研究的规范和发展提供了很好

的经验和启示。

1.顺应国际潮流，强化证券研究

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正如美国证券监管当局所指出

的，证券研究对整个市场的价值是毋

庸置疑的，众多证券分析师收集分析

信息的活动显著提高了市场的定价效

率，从而也增进了所有投资者的效

益。但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行为

的泛滥或者使投资者远离市场，或者

使投资者远离分析师，而后者也将使

证券研究甚至投资银行自身失去存在

的基础。因此，加强对证券分析师

“利益冲突”的监管，提高证券研究

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既是保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更是维护整个证券市场

有效运作的必要举措。截至2004年3月

底，我国共有证券投资咨询机构110

家，其中券商研究机构有50多家。但

根据《新财富》杂志的调查显示，我

国券商的证券研究还是以对内服务为

主，没有研究机构“以服务外部为目

标”，仅有1 3 % 的研究机构定位为

“对外服务和对内服务都很重要，但

侧重外部”。显然，这样的“内向”

定位使我国券商证券研究部门很难坚

持独立性和客观性。随着我国证券市

场投资主体的机构化，券商证券研究

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也受到基金

经理的日益关注和质疑。并且，我国

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以及QFII的引

入，也要求我国的证券研究在独立性

和客观性上应与国际同行接轨。因

此，加强对证券研究“利益冲突”的

监管不仅仅是我国证券监管当局需要

考虑的紧迫问题，国内券商也应主动

顺应国际趋势对其证券研究部门进行

整改，在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上提高

证券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只有这

样，才能使华尔街丑闻不在中国市场

发生，证券研究获得健康可持续发

展，并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获得国

内外投资机构的认同。

2.重整研究流程，加强成本控

制，提高证券研究的质量和效率。

持续三年多的熊市行情也使得我

国券商的证券研究部门不同程度地面

临经费紧张的问题。华尔街证券研究

机构在成本控制和提高分析师工作效

率方面的创新和经验也有许多方面值

得我们借鉴。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

鉴华尔街的经验，将整个证券研究过

程中技术知识含量低的工作与技术知

识含量高、确实体现研究创造价值的

工作相区分，前者由初级研究人员承

担，而后者则由经验丰富的资深研究
5

人员承担 。这种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专

业分工既可以提高研究人员的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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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可以减少研究部门的薪酬成

本。并且，随着证券电子化信息披露

系统的升级，证券研究的行业壁垒有

所降低，市场竞争必然加剧，这也要

求券商的证券研究机构应该将优势资

源向技术含量高的信息分析和风险管

理倾斜。此外，随着我国独立研究机

构和数据提供商的发展，券商的证券

研究部门也可以考虑将研究工作的前

期准备工作如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外包

给前述两类机构，这可以将这一层次

研究所需的固定成本转化为变动成

本，有利于证券研究机构的成本控

制。但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券商

证券研究机构因为经费紧缩而需要下

调研究人员的整体薪酬时，应积极防

止资深证券分析师的流失。一刀切式

的减薪存在着“逆筛选”机制，往往

导致能力强的分析师首先离开这一行

业，进而导致证券研究整体水平下

滑。在这方面，华尔街的实践为我们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升级信息披露系统，发展独立

研究机构，加强证券研究的监管。

华尔街证券研究在泡沫破灭后的

变革和创新及证券研究潜在的“利益

冲突”问题，不仅仅值得国内券商思

考，也值得证券监管当局充分重视，

尽管目前整个证券市场需要考虑和解

决的根本性问题太多。从某种意义上

讲，证券市场是一个信息的市场，投

融资双方在时空上的不对称使得证券

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而证券

研究的意义正在于降低上市公司和投

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除了证券研

究外，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时效

性，改进证券信息电子化披露系统，

不仅有利于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还可以有效降低证券监管当局的

监管成本并提高监管效率。此外，由

于证券信息电子化系统对公司的信息

披露进行严格规范，也可以间接地改

进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因此我们认

为，我国证券监管当局和其他相关管

理部门应当顺应当前国际上XBRL技术

的发展趋势及其推广潮流，组织相关

机构对该技术在国内运用的可行性进

行研究分析。在可行的前提下，参照

国际惯例建立一个XBRL.ORG.CN的虚

拟组织，组织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

司、软件制造商以及相关的科研机构

参与探讨和制定XBRL的规范和标准，

并鼓励各市场参与主体运用XBRL技术

制作软件原型。一旦条件成熟，由

XBRL.ORG.CN提出完整的中国XBRL

注释

1.美国司法当局和监管机构对华尔街证

券研究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严惩的同

时，对于证券分析师作为证券市场“信息传

递(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的角色以

及增进市场效率的作用还是给与充分的肯

定，认为“证券分析师对于整个证券市场的

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搜集分析信息的活

动显著提高了市场的定价效率，从而增进了

全体投资者的利益”。

2.引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证券

分析师利益冲突的规定》，2002年5月。

3.泡沫破灭前，华尔街最大的8家投资

银行为其证券研究部门提供27亿美元的经

费预算，而目前仅为17亿美元。

4.XBRL是针对企业财务报告而发展的

标记语言，是应用于财务信息、报表与分

析资料等网络传输格式标准。

5.我们所指的初级研究人员是指刚入行

的分析师，由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技术含

量相对较低，本科生足以胜任，这可以有

效地降低研究部门的薪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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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经由管理层批准后推广执行。

当然，该技术的推广运用也有利于提

高整个证券研究业的工作效率。

此外，笔者认为，证券监管当局

在加强对我国券商证券研究“利益冲

突”监管，建立高效的证券电子化信

息披露系统的同时，也应积极支持独

立研究机构的发展。从华尔街的实践

来看，独立研究机构既是券商证券研

究机构的竞争者，同时也是其合作伙

伴。从证券研究行业的发展来看，该

类机构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券商证券

研究机构的数据供应商以提高其工作

效率外，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提

高市场竞争程度促使券商的证券研究

机构提高其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进而提高整个市场的定价效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