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年春天 ， 《证券 法苑 》新
一卷又与 大 家见

面 了 。

今年是
一

个特别 的年头
，
是 中央提 出 全面深化

改革后的 第 一年 ，
或可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

改革必然伴随着制度的 调整
，
在此 意义上 ，

改

革就是变法 。

“

把权力 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
”

，

“

运 用

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 、化解矛

盾 、维护穗定
”

，

“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

，
言

之凿凿 掷地有声 。 《 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題的决 定》 对资本 市场做 了一 系 列战略部署 ，也

对完善资本市场法治提 出 了 新的 目 标和新的任务 ，

资本市场将迎来一轮新的
“

变法
”

。

法治 强 則 市 场 兴 。 近 一 年 来 ， 我 们 欣喜地

看到
——

在立法方 面 ，
全国人大常委会继将《证券法 》修

改 、 《期货法》 制定列入本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后 ，

又将其纳入 年度立法计划 ，监管机构也制 定

了 资本市场法律体 系建设的路线曲 ；

在监管执法方 面 ， 简政放权和孩化执法无疑是

两条主线 证监会提 出大 力加快监管转型 ， 对不该

管的事情要坚决 地放、 不惜
“

革 自 己 的命
”

（ 《证券

时报》评论语 ） ，对需要管好的事情要坚决地管住管

好、切实维护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

在 司法方 面 ，
证券 市场 司 法环境逐步改善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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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司 法解释陆续 出 台
，

一批刑事 、民事案件依法公正审理。

但毋庸讳言 ，
无论是与成熟 市场相比 、与 自 身视模上的快速发展相

比 还是与投资者的期待相比 ， 资本市场 法治 建设仍显滞后 ，依然任重

而道远 。

资本市场新一轮的 改革和
“

变 法
”

，
恰是法 治研究的 富矿 ， 为 我们

提供 了难得的素材和样本 。 而 为繁荣资本市场 法 治研 究 、推动资本 市

场 法治建设尽绵 薄之力
，
自 始就是《证券法苑 》 的使命 。 在各界领导关

心和各位作者厚爱下 《
证券法苑 》 已被 中 国社会科学评价 中 心收录 为

中 文社会科学 引 文索 引数据库 （ 年来 源集刊 。 站在

新起点 上 ，我们将加倍努 力
，务求刊 物真正 办 出 水平 、 办 出 特 色 、 办 出

实效 。

本卷为 总第十卷 ， 包括如下栏 目 和文章 ：

【 第四届
“

上证法治论坛
”

扫描 丨本栏 目 为本卷特设栏 目 。

年 月 日
，

上海证券 交 易 所联合北京 大学 、 中 国人民大

学 、华 东政法大 学 以
“

打造升级版的 《证券法 》 ， 促进资本市场 改革创

新
”

为主题 ，成功举办 了 第 四届
“

上证法 治论坛
”

。 为 了 将论坛精彩 内

容更好地呈现给读者
，本卷收录 了 论坛上的领导讲话和法 学专 家所做

的精彩演讲 并做 了会议专题研讨综述 。

【热点追踪 本栏 目 收录了 三篇论文 。

吴 国舫 、袁康《构建我 国股票发行注册制 的法理逻辑》
一 文从宏观

着眼 ，分析了我 国 股票发行 中
“

五严
”

并举 、

“

五怪 难消 的现状和原 因 ，

指 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要重新厘定政府与 市场的边

界 、重新设定政府履职的 方式 ，
关键在于 宗 旨 意识 的增 强 、法 治理念的

养成 以及执法能 力的提升
，
路径上要按照 市场化、 法治化的价值取 向 ，

及时修订 《
证券法》和全面修订现行规章 、規范性文件 。

王嘯《 美国 资本市场转板机制的得失之鉴》
一文則从微观入手 ，在

对美国 多层次市场 的若干
“

常识性
”

概念辨析的基础上 ，
对

“

后 门上市
”

的操作方式 、市场規模 、驱动 因素 以及监管应对进行 了 系统介绍和细致

讨论
，并对我 国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转板机制设计提出建议 。

【

“

上证联合研究计划
”

《证券法》修改系列课题集萃 】 本栏 目 为 本

卷特设栏 目 。 收录 了 十篇研究报告 ， 系
“

上证联合研究计划
”

《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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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系 列课題的研究成果 。 课题研究 中 ， 中 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 、首席

律师黄炸 、证券法修改工作小组组长 陆泽峰对选題确立 、协调推进和结

題验收给予 了 全程指导 ，证券法修改 工作小组胡传高 、 卢 国聪 、武俊桥、

胡安金 、丛怀挺 、 台 冰 、 李诗梦 、赵 刚 、 张 国 磊 、韩香 、 肖 娴 、林海 、黄健、

孙红霞 、徐珏 、 尤佳 、李 易承担 了 大量的组织 、沟通 、配合工作 。

华 东政法大 学课题组完成 的 《 证券法的 调整范 围 与 立 法体例 研

究 》指 出
，

“

证券
”

界定须朝 着
“

宽 口 径
”

方 向发展 《证券法 》 目 的性条

款须 完善 并以 此 为 指 导对 《
证券法 》 结 构体 系进行调整 ；证券监管模

式须调整 ， 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建立起完善的跨境监管机制 。

北京 大学课題组完成 的 《证券发行法律制度 完善研究 》 ，
从证券发

行的一般理论 出发 ，对现行核准制 的弊端 与 注册制 改革的 可行性进行

分析 ，提 出 应尽快将证券发行核准制 改 为注册制 ；
进而通过对美 国 、香

港等成熟市场相关经验的考察 和对中 国相关制度和实践的分析 ，
给 出

了 注册制 下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安排 。

清华 大学课题组完成的 《证券交 易 法律制度 完善研究 》 ， 对证券交

易 的相 关概念进行了 系统梳理
，并重点就证券从业人 员 买 卖股票 的规

制 、短线交 易的规制 、信息披露制度 、禁止交 易行为进行 了研究 。

西北政法大学课题组完成的 《上市公司 收购 法律制 度完善研究 》 ，

就上市公 司 收购的概念 、要约 收购 、信息披露 、反收购 、 间接收购 、收购

中 的反垄断审查和 国 家安全审查等 问題 进行 了 细致分析 ，
提 出 了修法

建议 。

中央財 经大学课題组完成的 《 多层次资本市场及证券交 易 场所法

律制度完善研究 》指 出
， 多层次资本 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应 明

确各证券交 易场所之间 的功能和定位 ，
促进发行市 场与 交 易 市场之 间

的合理 区隔
，
引入介绍 上 市 、转板制 度等 。 与 此相适应 ，

证券交 易所的

设立制度 、组织形式和 自 律管理职能的履行方式也应进行改革 。

华 东政法大学课题组完成 的 《证券公司 与证券服务机构法律制度

完善研究 》 ，
对现行法律规 范 中证券公 司 与证券服务机构的 规则体 系

和设立制度 、监管措施与监管制度 、证券公司基本行为规则进行了 全面

梳理 ， 并针对存在的 问題提出 了 解决路径 。

中 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完成 的 《证券登记结 算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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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层次资本市场和 多 元化证券品种的发展需要 出发
，探讨 了 适度放

开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管制 ，建立市场化 、有竞争的 多 元证券登记结算业

务 系统的制度设计 ； 同时 以证券登记效力规则和持有模式为核心 ，构 建

无纸化证券确权 、交 易的 民商事规則 。

武汉大学课題组完成的 《投资者保护 法律制 度完善研究 》 ，提出在

我 国构建一个更 完善 的投资者保护体 系 ， 需对
“

投资者
”

进行科学 定

义
， 引 入投资者适 当性制度 ，提振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 实 际功 效

，
以

及丰富投资者损害救济的方 法和渠道。

中 国政法大 学课題组完成的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法律制度 完善研

究
》 ，
分析了 各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发展的新趋势 ，并从我 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在法律定位 、职责权力 、监管措施、执法体制 、资本协作及跨境

监管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出发 对我 国 未来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的改革提

出建议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完成的 《证券法律责任制 度完善研究 》 ，
立

足我 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状态 和发展趋势 ， 对证券 市场 违法行 为 的发现

机制 、 处罚依据 、程序成本 、制裁效果及其相互之间 的 内在联 系进行 系

统性分析 ，
为建构能够充分发挥证券市场机制功 能 的科学合理的证券

法律责任制度我供立法建议 。

年起 《证券法苑 》拟每季度出 版一卷 ，
全年 出版四卷 。 我们

向广 大作者长期征稿 ，欢迎貼近市场脉搏 、 具有学术深度的稿件 ，
欢迎

有关办好这片 园地的一切意见和建议 。

编者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