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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卫平 见证河南证券的“非常记忆”

马卫平来自“金融世家”，父亲是位老“人
行人”，他的家庭成员中还有多人从事着金融
行业。或许和家庭背景有关，他对金融有着
常人不能比及的热爱。

“1981 年从银行学校毕业后，我就一脚
踏进了银行系统。先后在郑州市人民银行基
层支行、市分行、河南省人民银行从事银行工
作。当时的工作很单一，主要从事信贷、企业
专业贷款和融资等工作。1990年 5月，我受
河南省人民银行的指派，开始参与筹建河南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随后，他在河南证券、中
原证券担任了发行部经理、债券部经理、营业
部总经理、机构部总经理和北京办事处主任
等职务。不同的岗位带给他不同的工作经
验，这对他今后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万事开头难。1990 年的河南证券市场
几乎是一片荒漠地。“怎么开发河南的证券市
场？”马卫平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刚开始非
常艰苦，和现在的条件真是没法比。那时候，
我们几乎天天都加班，整理客户的开户信息、
资金清算等。有一次，我们还创下了连续不
停歇工作 5天 4夜的记录。”谈起以前的艰苦
岁月，马卫平一脸激动。“冬天，屋里没有暖
气，每人身上都裹着个军大衣。实在冻得不
行的时候，就在外面跑上几圈。加班到半夜，
又困又累，我们就蜷缩坐在椅子上眯一会。
尽管当时条件苦点，我们也都没有觉得有啥，
只是想为老百姓服务好，让河南的证券市场
尽快发展起来。”说到这儿，马卫平还说起了
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情。“由于晚上经常加
班，对孩子的关心太少。孩子在我枕边放了

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爸，你能不能早点回
家，我想你’，看到这个纸条我心里非常难受，
但是为了工作又很无奈。”一谈起孩子，马卫
平眼中情不自禁就流露出了父爱。

正是凭借这股子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的
精神，马卫平的步子迈得更大了。2004年到
2007 年，一直在中原证券平顶山营业部担
任要职的马卫平由于工作出色，他的能力和
业绩得到了渤海证券总部的赏识。2007 年
3 月，他担任起了渤海证券郑州东明路营业
部的总经理。他的到来，仿佛给该营业部注
入了一剂新鲜血液。在他不懈的努力下，这
个营业部很快扭亏为盈，获得了河南证监局
和同业间的多方肯定与认可。但是，在获得
这些荣誉之前，马卫平也曾经历过一段难熬
岁月。

他，从基层干起到
证券公司高管，工作30
余年来，见证了河南证
券市场的风风雨雨。人
们常说，阳光总在风雨
后。经历了艰辛与汗
水，如今的他不仅积累
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管
理实践，更重要的是培
养出了他不畏艰难、踏
实勤 奋 的 开 拓 精 神 。
他就是渤海证券郑州
东明路营业部总经理
马卫平。谈起河南证
券行业的发展史，这位
河 南 汉 子 侃 侃 而 谈 。
这是肯定的，因为他对
河南证券行业的发展
付诸了太多心血，给予
了厚重的期望。今天，
让我们共同走进颇具
传奇色彩的马卫平，和
他一起回顾河南证券业
的“非常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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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卫平接手渤海证券郑州东明路营业部
之前，这个营业部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甚至
处于亏损状态。“2007年 3月，渤海证券总部
聘请我负责郑州东明路营业部。能回到郑州
工作，和孩子家人离得更近，我发自内心很高
兴。虽然我知道，面临的压力不小，但是没想
到会这么大。”马卫平说，没接管这个营业部
之前，身边有朋友劝他别来。他说：“因为当
时的管理班子和人员配备等原因，这个营业
部的客户量和经营状况都很不理想。2006
年到 2007年，这么好的牛市行情，这个营业
部当时最多一天也就开户30多户。要知道，
别的营业部都是一天几百户。”

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渤海证券郑
州营业部时的场景。那时渤海证券郑州营
业部还在金成大厦。由于经营不善，年年亏

损，总部要求节约开支避免过大亏损。于
是，郑州营业部就经历了营业面积从 3000
多平方米到 2000 多平方米，最终减少到只
有五六百平方米的境况。“第一次走进位于
金成大厦的渤海证券，看到的是嘈杂混乱的
大厅，稀稀拉拉的柜台前站着为数不多的客
户，三三两两的员工正聊着天。”马卫平坦言
当时看到这样的工作环境他真想打退堂鼓，
不想接手，然而遇到困难就退缩绝不是马卫
平的做事风格。他如期地接任了这个营业
部的总经理。

整顿、改革、树新风，一系列活动在马卫
平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展开。换环境、找员
工谈心、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最大化调动员
工积极性，不足一年，现在的渤海证券各项经
营指标有了很大提高。经营状况的改善不仅

得到了证监局等监管部门的肯定，更让马卫
平心里得到了宽慰。“和谐是企业得以顺利发
展的根本前提。员工间的问题不解决好，更
不用指望他们能安心为客户服务。”马卫平
说，公司的员工素质和合规经营，他抓得最
紧。他说：“代客理财等违规操作我们不碰；
大肆招聘，盲目争抢客户我们不做。证券公
司想上一个级别很不容易，但是想降一个级
别却很容易。我只希望能‘凭良心做人，凭本
事吃饭’。”

据了解，渤海证券一直坚持投资者现场
开户，并进行影像采集。“这种形式看似麻烦，
但却是对客户、证券公司等多方负责。我长
期在人行等监管部门工作，深知规矩的重要
性。我坚信，这种‘束缚着手脚’工作能让我
们走得更稳当、更长久。”

15天瘦了15斤。这就是马卫平参加上海证券交
易所举办的交易员培训时的真实写照。“1991年，河
南派了两名同志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培训，
其中就有我，我们当时是第一批从河南走出去的培训
员。”回首现在，证券行业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岁月，
这期间的风风雨雨，马卫平都一同感知、一同经历。

早期的证券市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远程自
助交易系统，所有客户的交易指令都是通过电话报给
交易员，由交易员敲进交易所的交易主机内撮合成交
的。证券交易所内的证券交易员，因穿红色背心得名

“红马甲”。那时候“红马甲”对马卫平来说，也是个新
鲜事。“省里能派我出去学习培训，我很激动很荣幸。
但是压力又很大，害怕考试不能通过，给河南人丢
脸。”马卫平说，由于设备落后，当时的他们从来没有
实际操作过，只有一肚子纯理论，一点感性认识都没
有，而考试时是需要用电脑键盘实际操作的。

当时，他们在上海一个很偏僻的宾馆进行全封闭
式培训。考试压力、饮食不习惯、想家等复杂情绪时
时包围着他。短短15天的培训时间，马卫平就瘦了
15斤。“要是现在能让我再瘦15斤多好啊，全当减肥
了。”谈起当时的艰苦生活，马卫平还不忘自嘲一番。
没有练习过键盘操作，他就借了一个破键盘。只要有
一点点时间可以挤出来，他就赶紧练习。经常是一边
吃饭，还一边看着键盘，琢磨键盘的按键位置。

工夫不负有心人。马卫平的努力没有白费。“我
们没有给河南人丢人，顺利通过了考试。”马卫平坦
言，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
用。“证券行业要求的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等，我都进
行了系统学习，能做到灵活掌握。工作中，遇到客户
提出的问题疑惑基本上也都能尽力解决。在证券行
业经历了这么久，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一定要理性投
资。”马卫平如是说道。

自己虽然是证券行业的领军人物，但马卫平并
不赞成老百姓都来“疯狂”炒股。“股市里的辛酸故事
太多了，有多少人因为欲望过度膨胀，或者操作不
当，一夜之间破产，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
害。”马卫平感慨道。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公示栏那儿撕
‘风险提示书’。我很纳闷，就上前问她为什么要撕
这个。原来，老太太的女儿炒股入了迷，每天不工
作，总觉得在家炒股能发财。她想让女儿看看这些
专业人士对风险的看法，让女儿知道炒股是有风险
的，并不是那样容易。”马卫平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
30多岁的女股民买了30万元的权证，由于忙于生意
忘了行权期。就这样，一夜之间，30万的权证转眼
就成了废纸一张。他说：“像这样的真实故事还有很
多。2006年、2007年的那波大牛市激发了更多人的
炒股欲望，很多人为之疯狂。一些投资者并不具备
投资实力和能力，但也跟风盲目加大仓位，追涨杀
跌，市场形势一旦转变，就会使自己血本无归。”

马卫平说，投资者不能将所有积蓄都用来炒股、
做投资，必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说：“我认为，
投资的关键在于做好资产配置。我建议投资者将自
己的资产做好‘334’分配。其中，30%的资金应该充
分保证流动性，供自己日常消费所用；30%的资金可
以购买一些银行理财产品或者其他低风险、收益适
中的投资品种；剩下 40%的资金可用作高风险的投
资品种，例如股票等。但是这个比例不是严格绝对
的，要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股市无专家”。这是马卫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一些投资者根本就不懂资本市场，买的股票
也不知道属于哪个板块，也不关心这些上市公司的
经营业绩等信息披露，只是一味的信奉炒股软件或
者所谓的‘黑嘴’、‘高人’指点。我想提醒广大投资
者，行情好的时候，多数人都能轻松赚钱。但是在
2008年单边下跌的市场中，基金公司等一些专业投
资机构也难免看不准行情，赚不住钱。”马卫平表示，
要想做一名成功的投资者，不下苦工夫努力钻研专业
知识，不及时捕捉国家政策动向，不了解上市公司的
业绩，那是肯定不行的。“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
投资需要慢慢摸索，积累经验。”马卫平如是说道。

投资需给自己留条后路

困境中不言败不放弃

金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