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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

管理规定（试行）》起草说明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证券公司为代

表的经营机构产生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网络空间经营场

所，向投资者提供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服务的需

求。其中，个别证券公司为谋求短期内客户数量和交易活跃

度的快速增加，忽视新业务场景下的潜在风险，甚至主动降

低合规、风控、信息安全审核标准，为违法违规活动提供便

利，直接影响证券市场安全稳定。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我们起草了《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

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管理

规定》）。现将有关内容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是指

证券公司将承载证券服务功能的网络页面以“浮动窗口”等

方式链接至第三方网络平台，后台系统部署在证券公司端。

该模式类似于“商业地产”，第三方网络平台负责提供网络空

间经营场所，相关页面或者功能模块及其承载的内容仍由证

券公司自行管理和维护，客户开户和交易行为在证券公司实

际控制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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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有利

于提高获客能力和服务效率，但也显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新风险：一是业务合规风险。相关主体可能借助为证券

公司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机会，混淆业务活动和技术服务的

边界，违规开展证券业务。二是技术安全与数据安全风险。

相关主体可能非法截留、获取投资者开户、交易等敏感数据，

其负面行为、技术风险可能传导至证券公司。三是对行业生

态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相关主体可能利用优势地位获取不当

利益，或者开展竞争性报价，影响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合

法权益。

二、起草思路

（一）引导行业机构有序创新

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证券行

业有必要充分借助科技发展，不断提升中介服务能力。现阶

段，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存在现

实需求,可以便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拓展中介机构的服务

半径，《管理规定》旨在趋利避害，构建可行、合理的操作

模式，明确监管底线，将相关合作纳入规范、健康运行的轨

道。

（二）厘清证券公司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边界

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的核

心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为提供证券服务提质增效，其本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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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融。互联网环境中的客户招揽、客户服务、接收交易指

令等活动是证券业务的线上化，蕴含潜在的金融风险，应当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并持有相关金融牌照后方可开展。为此，

《管理规定》将厘清证券公司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边界作为

重点规范内容，第三方机构可提供网络空间经营场所等信息

技术服务，不得介入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证券经纪、证券

投资咨询等相关服务的任何环节。

（三）建立适应互联网特点的风险防范机制

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与传

统模式不同，管理难度增加，技术风险传导、数据安全等问

题较为突出，《管理规定》对此作出相应的监管安排。同时，

考虑到互联网跨区域经营的特点，为避免监管尺度不一，《管

理规定》在证券公司属地监管的基础上，依据《证券法》《证

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将第三方机构作为信

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实施备案管理。

三、主要内容

《管理规定》共二十一条，主要明确了证券公司租用第

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的责任边界、行为规范、程

序性要求、禁止性规定等事项。

（一）明确《管理规定》调整范围

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网络空间经营场所，向

投资者提供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服务，适用于《管

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从事公开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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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基金的销售、投资顾问等基金服务业务的机构参照执行。

（二）厘清责任边界

证券公司是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的责任主体，第三方机构

仅限于提供网络空间经营场所等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不得介

入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任何环节。

（三）规范展业行为

一是保障技术安全，证券公司应当自主运营、自主管理

相关业务信息系统或功能模块。二是做好数据隔离，确保第

三方机构不接触、存储相关业务及客户数据。三是规范收费

模式，规定费用支付上限。四是保持业务独立，明确投资者

保护措施，明确提示投资者该证券服务由证券公司提供。

（四）强化内部控制要求

一是要求证券公司事前开展内部评估、制定业务方案，

并经信息技术治理委员会审查。同时，与相关第三方机构签

订书面协议，明确其不得从事的行为。二是事中持续跟踪评

估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合规性、安全性以及双方协议履行情

况，将合作纳入公司合规风控范围。三是事后做好应急管理，

建立退出机制。

（五）明确监督管理要求

包括信息报送要求、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监管手段、罚

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