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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自律管理规则呼之欲出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新《基金法》”），首次将非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纳入调整范围。作为新《基金

法》的补充，证监会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针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发布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

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暂行办法》”）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规

则（征求意见稿）》（“《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暂行办法》和《规则》均强调在适度

的行政监管之下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管理作用，主要内容如下： 

1. 基金管理人登记 

新《基金法》要求，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字样或

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暂

行办法》和《规则》明确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登记条件，对基金管理人的实缴资本

（或实际缴付出资）、管理证券投资类产品规模、人员、社会信誉等方面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基金

管理人登记需要提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各项登记条件中，值得注意的是，《暂行办法》和《规则》借鉴香港做法，引入了“持牌负责人”

的概念，登记的基金管理人需要配备有两名持牌负责人，持牌负责人应当满足《规则》中列明的一

系列条件，且在基金管理人发生违规行为时，持牌负责人亦将承担一定的个人责任（如警告、行业

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取消登记或取消持牌人资格等措施，记入诚信档案）。持牌负责人概念的确

立符合基金管理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暂行办法》和《规则》均确认，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等符合登记条件的，

应当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由此，尽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并没有被明确纳入

新《基金法》的调整范围，但是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如果拥

有一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开发行的证券和衍生品的投资，1也需要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 

 

                                                      
1
 甚至不排除证监会未来通过将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定义为“证券”，从而要求所有管理资产规模 1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私

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也需要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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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格投资者 

新《基金法》要求，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暂行办法》对合格投资者的具体

标准作出了规定：对个人或家庭投资者而言，金融资产合计不低于 200 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 3 年，

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或家庭年平均收入不低于 30 万元人民币；对机构投资者而言，

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金融机构依法设立并管理的投资

产品视为合格投资者。《暂行办法》还规定了合格投资者认购私募产品的最低限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 

3. 产品登记和信息持续更新 

新《基金法》提出，非公开募集基金募集完毕，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行业协会备案。《规则》

要求私募基金产品募集完毕后五个工作日内应进行备案。《暂行办法》进一步规定，经备案的私募基

金，单只规模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超过 50 人的，基金业协会应当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对私募基金产品实行事后备案而非事前审查的制度，体现了《暂行办法》和《规则》对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以行业自律为主的基本指导思想。 

除针对私募基金产品的事后备案要求外，《规则》还要求基金管理人定期更新所管理基金和管理

人自身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填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基金业协会定期向证监会报告相关统

计分析，实现信息共享。 

4. 其他 

除上述各项主要内容外，《暂行办法》重申了私募基金的募集方式和宣传推介限制、基金合同内

容要求、托管人（如有）的资质要求、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和基金管理人从业人员

资质等，明确了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禁止性行为，并针对违反《暂行办法》的各种行为，规

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www.hankunlaw.com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王勇律师（+86-10-8525 5553; james.wang@hankunlaw.com）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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