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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网站：http://www.szse.cn/main/investor/fxjy/39746313.shtml 

 融资融券交易作为证券市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交易方式，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了

新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比普通交易更复杂的风险，以下几点值得投资者关注： 

一一一一、、、、盈利和亏损都将进一步放大盈利和亏损都将进一步放大盈利和亏损都将进一步放大盈利和亏损都将进一步放大    

融资融券交易具有杠杆交易的特点，投资者在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时，盈利和亏损都将进

一步放大。假设投资者有资金 100 万元；保证金比例为 0.5，折算率为 0.7，先买入股票 100

万元，再将普通买入的股票作为担保物向证券公司融资买入股票 140 万元（100×0.7/0.5），

即总共买入 240 万元的股票。如果该股票价格下跌 10％，则亏损 240×10％=24 万元，是普

通交易亏损的 2.4 倍。融券业务也同样存在风险放大的情况。 

二二二二、、、、融资利息融资利息融资利息融资利息、、、、融券费用按自然日天数计算融券费用按自然日天数计算融券费用按自然日天数计算融券费用按自然日天数计算    

融资融券交易不仅仅需要支付交易的手续费，还需要支付利息费用。投资者无论是进行

融资交易还是融券交易，都需要支付利息费用。融资利息按照实际使用资金的自然日天数计

算，自融资交易指令成交当日起至融资债务结束之日止。而融券费用按照投资者实际使用证

券的自然日天数计算，自融券交易指令成交当日起至融券债务结束之日止。比如，投资者融

资买入某只证券后，如果证券价格下跌，则投资者不仅要承担投资损失，还要支付融资利息；

投资者融券卖出某只证券后，如果证券的价格上涨，则投资者既要承担证券价格上涨而产生

的投资损失，还要支付融券费用。 

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交易，到期未足额偿还融资融券本金及息费或者未按融资融券合同

约定时间足额偿付权益补偿价款的，证券公司会对逾期的本金以及息费收取罚息。 

三三三三、、、、实施强制平仓的几种情况实施强制平仓的几种情况实施强制平仓的几种情况实施强制平仓的几种情况    

证券公司为保护自身债权，对投资者信用账户的资产负债情况实时监控，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对投资者担保资产执行强制平仓。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可能引发强制平仓的几种情况。在

下述情况下，证券公司有权对投资者信用账户实施强制平仓： 

（一）客户信用账户处于平仓状态而且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补足担保品的；（二）投

资者融资融券合同终止仍有未清偿债务；（三）投资者融资融券合约到期仍有未清偿债务；

（四）司法机关依法对投资者信用账户的资产采取财产保全或者强制执行措施的；（五）投

资者融入证券发生要约收购，投资者未能按合同约定了结融券合约并归还证券的；（六）投

资者融入证券公告终止上市，投资者未能按合同约定了结该笔融券合约并归还证券的；（七）



投资者因涉及诉讼、仲裁、经济纠纷等可能严重影响其偿付能力的；（八）出现其他法定或

约定情形，需要提前解除或终止合同时，投资者尚有未清偿债务的。 

四、市场系统性风险或交易异常造成的潜在损失 

监管部门和证券公司在融资融券交易出现异常或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时，都将对融资融

券交易采取监管措施，以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甚至可能暂停融资融券交易。投资者应留意监

管措施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失，密切关注市场状况、提前预防。交易期间，有几种情况需注意：

（一）如果发生标的证券暂停交易或终止上市等情况，投资者将可能面临被证券公司提前了

结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二）如果证券公司提高追加担保物和强制平仓的条件，会造成投

资者提前进入追加担保物或强制平仓状态；（三）证券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交易限制的措施，

比如单一投资者融资规模、融券规模占净资本的比例、单一担保证券占该证券总市值的比例

等指标，当这些指标到达阈值时，投资者的交易将受到限制；（四）投资者从事交易的证券

公司有可能因融资融券资质出现问题，而造成投资者无法进行交易。 

五五五五、、、、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失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失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失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失    

（一）交易期间，如果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调高，证券公司

将相应调高融资利率或融券费率，投资者将面临融资融券成本增加的风险；（二）交易期间，

如果因信用证券账户卡、身份证件和交易密码等保管不善或者将信用账户出借给他人使用，

可能遭受意外损失，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均由该投资者承担。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认真

学习融资融券相关法律法规、掌握融资融券业务规则，阅读并理解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合同和

风险揭示条款，充分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好财务安排，合理规避各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