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市场的定义、特征、结构和基本功能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5_B8_82_E5_c33_646278.htm （一）证券市场的定

义 证券市场是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发行和

交易的场所。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为解决资本供求矛盾和流动性而产生的市场。证券市场以

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方式实现了筹资与投资的对接，有效地化

解了资本的供求矛盾和资本结构调整的难题。 （二）证券市

场的特征 证券市场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1、证券市场是

价值直接交换的场所。有价证券都是价值的直接代表，它们

本质上是价值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虽然证券交易的对象是

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但由于它们是价值的直接表现形式，

所以证券市场本质上是价值的直接交换场所。 2．证券市场

是财产权利直接交换的场所。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对象是作为

经济权益凭证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它

们本身是一定量财产权利的代表，所以，代表着对一定数额

财产的所有权或债权以及相关的收益权。证券市场实际上是

财产权利的直接交换场所。 3．证券市场是风险直接交换的

场所。有价证券既是一定收益权利的代表，同时也是一定风

险的代表。有价证券的交换在转让出一定收益权的同时，也

把该有价证券所特有的风险转让出去。所以，从风险的角度

分析，证券市场也是风险的直接交换场所。 （三）证券市场

的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是指证券市场的构成及其各部分之间

的量比关系。证券市场的结构可以有许多种，但较为重要的

结构有： 1．层次结构。这是一种按证券进入市场的顺序而



形成的结构关系。按这种顺序关系划分，证券市场的构成可

分为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证券发行市场又称“一级市场”

或“初级市场”，是发行人以筹集资金为目的，按照一定的

法律规定和发行程序，向投资者出售新证券所形成的市场。

证券交易市场又称“二级市场”或“次级市场”，是已发行

的证券通过买卖交易实现流通转让的市场。 证券发行市场和

流通市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证

券发行市场是流通市场的基础和前提，有了发行市场的证券

供应，才有流通市场的证券交易，证券发行的种类、数量和

发行方式决定着流通市场的规模和运行。流通市场是证券得

以持续扩大发行的必要条件，为证券的转让提供市场条件，

使发行市场充满活力。此外，流通市场的交易价格制约和影

响着证券的发行价格，是证券发行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2．品种结构。这是依有价证券的品种而形成的结构关系。这

种结构关系的构成主要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

衍生品市场等。 股票市场是股票发行和买卖交易的场所。股

票市场的发行人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行股

票募集公司的股本，或是在公司营运过程中通过发行股票扩

大公司的股本。股票市场交易的对象是股票，股票的市场价

格除了与股份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有关外，还受到其

他如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股

票价格经常处于波动之中。 债券市场是债券发行和买卖交易

的场所。债券的发行人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机

构、金融机构、公司（企业）。债券发行人通过发行债券筹

集的资金一般都有期限，债券到期时，债务人必须按时归还

本金并支付约定的利息。债券是债权凭证，债券持有者与债



券发行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债券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债券

。债券因有固定的票面利率和期限，因此，相对于股票价格

而言，市场价格比较稳定。 基金市场是基金份额发行和流通

的市场。封闭式基金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开放式基金则

通过投资者向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和赎回实现流通转让。此外

，近年来，全球各主要市场均开设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P）或上市开放式基金（10F）交易，使开放式基金也可

以在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 衍生品市场是各类衍生产品发行

和交易的市场。随着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深化，衍

生品市场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交易场所结构。按交易活动是否在固定场所进行，证券市场

可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通常人们也把有形市场称作“

场内市场”，是指有固定场所的证券交易所市场。该市场是

有组织、制度化了的市场。有形市场的诞生是证券市场走向

集中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而言，证券必须达到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上市标准才能够在场内交易。有时人们也把无形市

场称作为“场外市场”；是指没有固定交易场所酌市场。随

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交易

技术和交易组织形式的演进，已有越来越多的证券交易不在

有形的场内市场进行，而是通过经纪人或交易商的电传、电

报、电话、网络等洽谈成交。 目前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之间

的截然划分已经不复存在，出现了多层次的证券市场结构。

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场外市场由于报价商和电子撮合系统的出

现而具有了集中交易特征，而交易所市场也开始逐步推出兼

容场外交易的交易组织形式。 （四） 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 1

．筹资-投资功能。证券市场的筹资投资功能是指证券市场一



方面为费金需求者提供了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的机会，另

一方面为资金供给者提供了投资对象。在证券市场上交易的

任何证券，既是筹资的工具，也是投资的工具。在经济运行

过程中，既有资金盈余者，又有资金短缺者。资金盈余者为

使自己的资金价值增值，必须寻找投资对象；而资金短缺者

为了发展自已的业务，就要向社会寻找资金。为了筹集资金

，资金短缺者可以通过发行各种证券来达到筹资的目的，资

金盈余者则可以通过买人证券而实现投资。筹资和投资是证

券市场基本功能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

面都会导致市场的严重缺陷。 2、定价功能。证券市场的第

二个基本功能就是为资本决定价格。证券是资本的表现形式

，所以证券的价格实际上是证券所代表的资本的价格。证券

的价格是证券市场上证券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证券市

场的运行形成了证券需求者和证券供给者的竞争关系，这种

竞争的结果是：能产生高投资回报的资本，市场的需求就大

，相应的证券价格就高；反之，证券的价格就低。因此，证

券市场提供了资本的合理定价机制o 3．资本配置功能。证券

市场的资本配置功能是指通过证券价格引导资本的流动从而

实现资本的合理配置的功能。在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高

低是由该证券所能提供的预期报酬率的高低来决定的。证券

价格的高低实际上是该证券筹资能力的反映。能提供高报酬

率的证券一般来自那些经营好、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或者

是来自新兴行业的企业。由于这些证券的预期报酬率高，其

市场价格相应就高，从而筹资能力就强。这样，证券市场就

引导资本流向能产生高报酬的企业或行业，从而使资本产生

尽可能高的效率，进而实现资本的合理配置。百考试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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