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募投资基金服务业务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支持私募基金管理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于 2014年底发布了《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指引(试行)》（以下简称

《外包指引》），自 2015 年 2月开始实施。《外包指引》明确了基

金服务业务范围，对基金业务服务活动主要采取备案管理。截至

目前，协会已先后公布三批共 44 家服务机构备案名单。服务机

构备案工作促进了私募基金服务行业市场化、规范化、多样化竞

争格局的初步形成。 

随着私募基金行业日益发展壮大，机构和产品数量爆发式增

长，产品设计灵活复杂，需求千差万别，初具规模的私募基金服

务行业也面临诸多挑战，从日常自律管理和调研的情况看，行业

存在服务类别履行职责不明确，服务边界界定不清，服务机构与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权责划分不清等问题。为持续巩固服务机构备

案工作成果，促进私募基金服务业务的规范开展，保障基金份额

（权益）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协会在结合《外包指引》的基础上，

起草了《私募投资基金服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2015年 10月以来，协会组织召开了服务机构座谈会，向

部分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人、商业银行等服务机构征求意见、

组织调研，在深入总结调研成果的基础上，经基金业协会会长办



公会多次讨论，并征求中国证监会意见后，形成《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管理办法》合并了《外包指引》的主要条款，包括

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基金管理人在业务外包中的法定职责、募

集结算资金的安全保障机制等，同时新增了各类服务业务的定义、

业务边界、权责划分和退出机制等内容。 

二、指导思想 

在贯彻协会履行私募基金行业自律管理职能的基础上，结合

私募基金服务的新趋势，《管理办法》明确私募基金服务机构与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关系，全面梳理私募基金服务行业的业务

类别，提出各类业务的职责边界和自律管理要求，重点规范份额

登记、估值核算、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等三项服务业务，针对不同

服务业务提出了基本的登记要求，完善了自律管理措施，并引入

了服务机构的退出机制，从而引导各业务相关方在服务业务中各

尽其责，打造良好的行业生态，促进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持续健康

发展。 

三、主要内容 

（一）厘清私募基金服务行业法律关系，区别基金托管业务

与基金资产保管业务。 

私募基金管理人委托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基金募集、投资顾问、

资产保管、份额登记、估值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私募基金服务

业务，适用《管理办法》。其中，资产保管区别于基金托管：《基

金法》下，投资者与管理人及托管人之间是信托关系，管理人和



托管人同时承担双重受托责任。私募基金在不选择托管的情况下，

可以委托资产保管机构代为安全保管基金资产，管理人和资产保

管机构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协会正在拟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托

管业务管理办法》将对上述业务进行详细规范。 

（二）全面梳理服务业务类别，重点规范三项服务业务，打

造基金行业大数据监管体系。 

《管理办法》全面梳理了私募基金服务行业的业务类别，在

份额登记、估值核算、信息技术系统基础上新增了基金募集、投

资顾问、资产保管和附属服务业务，明确定义了各类业务边界。

其中，《管理办法》设单章重点规范了基金份额登记业务、基金

估值核算业务、信息技术系统三项业务，上述业务记载了投资者

信息、产品运作数据和各类基金业务运营流程，是私募基金行业

大数据平台的构建基础。协会将通过搭建基金行业集中统一的数

据交换、备份、登记平台，有效加强外部监督制约，提高整体运

行安全和效率，便于及时对服务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掌

握基金外包业务风险点，提高我会事中、事后行为管理能力。 

（三）进一步强化保障募集结算资金安全的制度安排 

 为促进私募基金募集服务业务的开展，并综合考虑安全性

和便捷性，《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重点规范了从合

格投资者资金账户到基金财产账户（或托管资金账户）之间的募

集结算资金安全制度设计，由包括在协会完成份额登记业务登记

的服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获得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或商业银行监督机构对基

金募集结算账户实施监督，从而保障募集结算资金安全。 

（四）突出服务业务独立性，防范利益冲突 

目前具备开展基金服务业务能力的机构自身业务种类较多，

通过整合相关业务优势，可以为客户提供如抵押品管理、全面信

息服务、风险评估与管理等更多增值功能服务，上述服务对服务

机构内部防火墙的设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办法》第二十

三条强化了服务业务的内部风险防范要求，由于托管业务与服务

业务需要互相校验，第二十四条特别强调了服务业务与托管业务

的隔离，明确了私募基金托管人不得接受委托担任同一私募基金

的服务机构，除该托管人能够将其托管职能和基金服务职能进行

分离，恰当的识别、管理、监控潜在的利益冲突，并披露给投资

者。 

（五）跟踪规范基金服务发展新趋势 

随着私募管理人发行产品的方式由通道模式不断向自主发

行模式转变，更多的基金管理人为降低营运成本使用服务机构提

供的投资交易管理系统。《管理办法》规范了对服务机构提供投

资交易管理系统的底线要求，特别强调加强管理人的准入工作、

强化账户管理职责以及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等。 

此外，为规范基金电子合同平台服务业务，《管理办法》第

四十九条要求服务机构提供的销售系统中涉及基金电子合同平

台的，服务机构应当厘清相关责任，明确与管理人的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募集中应依法承担的投资者适当

性和真实性核查等责任不因签署电子合同平台的外包协议而免

除。 

（六）引入退出机制，加强服务机构的自律管理 

《管理办法》明确了私募管理人应当委托在协会完成登记并

已成为协会会员的服务机构提供私募基金服务业务。此外，设单

章明确了服务机构的业务信息报送、变更登记义务以及中国基金

业协会行业自律管理的相关职责，规范了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在从事基金服务业务的过程中违反《管理办法》的相应自律处罚

措施，并针对严重违规等情况，引入了退出机制。私募基金服务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从事基金服务业务的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被

协会采取相关纪律处分的，协会可视情节轻重记入诚信档案。私

募基金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时，移送中国证监会或司法机关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