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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的界定及其完善

于 勤 巾

摘要 :我国现行法对 /期货 0本身没有实质性的

定义 , /期货交易 0的认定标准过于侧重交易机制 ,

忽略了参与者范围和标的物种类要素 ,未能准确体

现保护公众投资者和控制投机风险的意图,反而带

来法律的不确定性 "我国期货法律制度应 当构建

期货合约与远期合约的实质性区别要件, 明确 /期

货 0的实质定义;改变以交易机制作为期货交易所

认定的唯一标准 的认识 ,补充公众参与和标 的物种

类作为认定期货交易所的必备要件 "

关键词 :期货合约 远期合约 期货交易所

20 03 年以来 ,中国期货市场治理的重点一直是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 打击变相期货交易 "然

而 ,这种治理收效甚微 ,陷人 /变相期货交易 0质疑

的行为屡屡不绝 ,大有 /野火烧不尽 0之势 "20 12

年 , 5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6(简称 5条例 6)进行了修

订 ,但这次修订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仍然存

疑 "其未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 :什么是 /期货 0,如

何界定 /期货交易 0"而这也关系到 5期货法 6调整

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发展部员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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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划定以及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职权范围的大小 ,是完善期货法制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

美国是最早出现期货市场的地区 "在 2007 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

机中 ,美国期货市场以其严格的监管 !较高的透明度和较强的风险管理

能力经受了考验 ,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 为世界经济体的恢复性增长

做出了贡献 "美国期货市场的成功 ,与健全的期货市场法律制度是分

不开的 , 而健全期货市场法律制度的首要条件 ,就是明确界定 /期货交

易 0,给监管以界限 , 给市场以预期 ,为期货市场稳健运行奠定基础 "

/期货交易 0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期货交易的客体是 /期货 0(即

/期货合约 0) ,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合约;二是期货交易在交易所 内进

行 ,而不是采用场外交易方式 "因此探讨期货交易的界定 ,也必须分为

两个层面 :何谓 /期货 0; /期货交易所 0如何认定 "

一 !/期货 0的定义

(一)流于形式的中国 /期货 0定义

1. /期货 0的法定定义

2012 年 5条例 6规定 , /期货合约 , 是指由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

的 !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 的物的标准化

合约 0ot . 2该定义将界定期货合约的因素归纳为三点:期货交易所设

计 !未来交割 !标准化合约 "

2.中国 /期货 0定义存在的问题

(l) 法定定义未能揭示 /期货 0的本质

((条例 6以是否为期货交易场所制定的合约作为认定商品期货合

约或金融期货合约的主要依据 ,该定义仅仅是描述性的定义 ,并不能揭

示期货合约的实质 ,尤其是与远期合约的本质区别 "首先 , 未来交割是

期货合约和远期合同的共同特征 ,不能作为二者的区分依据 "其次 ,标

准化合约含义不明 "传统上 ,场 内进行的期货交易标的是标准化合约 ,

( I 2 参见(期货交易管理条例6(2012) , 第2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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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现货合约和场外衍生工具则一般认为是交易双方私下协商议定的

非标准化合约 "但场外衍生品市场自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以来 ,经历

了爆炸式的创新与发展 ,许多衍生品都或多或少具有标准化的特征 , 国

际互 换 与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协 会 ( Int em ati on al sw aP an d E七rivati ve s

As soc iat in n , IS D A )更是致力于促进场外衍生工具协议标准化的国际合

作组织 "仅用 /标准化合约 0未能反映对标准化的程度要求 , 随着远期

现货市场的发展和场外衍生工具标准化的推进 ,标准化已经不是期货

合约的特有特征 "最后 ,交易场所设计也不足以作为期货认定的充分

条件 "因为按照这一定义 ,只要不是期货交易场所设计的合约 ,就不构

成期货合约 ,这就使对期货的监管极易被规避 "面对市场主体在法定

期货交易场所外创造的各类远期产品 ,该定义对于判断何为期货合约 !

何为远期现货合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

(2 )认定非法期货交易仍然缺少实质标准

201 2 年 5条例 6修订前 , 由于期货定义缺乏实质性内容 , 现实中很

多类似期货的现象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 ,无法准确定性 "例如 ,上海

联泰黄金制品有限公司非法经营案不2 2华夏商品现货交易所 (简称华

交所)涉嫌变相期货案 13 2和浙江嘉兴茧丝绸电子盘市场涉嫌变相期

货案 , 14 2都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 "以联泰黄金案为例 ,对于典型的

商事合同纠纷 ,应当首先定性 5联泰黄金买卖细则 6究竟属于期货合约

还是远期合约 ,然而在判决书中 ,法院并没有关心联泰黄金与其客户签

订了怎样的合约 ,而是片面放大了合同采用保证金 !当日无负债 !允许

对冲平仓以及标准化合约的交易机制 ,对于合同条款中双方权利义务

的具体规定 !结算和实物交割方式 !客户有无要求实物交割的权利等方

面则只字未提 "可以说 ,法院忽略了这一基础性问题的存在 "再如华

12 ] 参见上海联泰黄金制品有限公司等非法经营案终审裁定书((200 8 )沪二中刑终字

第285 号) "

有关案件事实 ,参见郭莉:/ -华交所变局 .启示录 0, 载5投资北京 6200 8 年第8 期"

有关案件事实 ,参见高改芳 !周文天:/ 电子盘生死劫 ) 嘉兴茧丝绸变相期货乱象

调查 0, 载5中国纺织620 10 年第 11 期"电子盘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俗称, 指的是

通过网络与电子商务搭建的平台 ,对相应商品进行即期现货或中远期订货交易的市

场"2创刃年以来, 电子盘市场在全国发展迅猛 , 由于采用电子或网络平台的交易方

式,对该市场的交易规则没有专门法律规范, 引发 了多宗交易丑闻"

!J.kJweq4J确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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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案 ,监管机构主要以保证金比例低于20 % 和实物交割率非常低为

由 ,认定为 /变相期货交易 0,而没有分析仓单是否属实以及实物交割

是否有强制执行力等关键问题 "实际上 ,期货合约的定义和期货交易

机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扭曲了监管逻辑 , 另一方

面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交易的可执行性仍然无法判定 ,纠纷无法得

到彻底解决 "2012 年 5条例 6修订后 , /期货合约 0的认定标准并没有

发生实质变化 ,可以预见 ,非法期货交易认定的混乱情况无法得到根本

解决 "

(3)远期现货市场面临法律不确定性

现行期货定义造成远期与期货合约的界限不明 ,使众多远期现货

市场的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这无疑将扼杀大宗商品远期现货

市场的生存空间 "例如 ,嘉兴茧丝绸市场纠纷明显具有现货远期市场

的特征 ,但也因 /实际上采用 了期货的基本规则制度 0, 被某些法院在

判决中认定为变相期货交易 ,至于究竟哪些 /期货的基本规则制度 0是

认定本案的根本要件 ,判决书语焉不详 "实际上 ,茧丝绸远期现货市场

纠纷根本上是对远期现货电子化交易市场监管不到位 , 门槛低 !资金监

管制度疏漏等规制缺失引起的 ,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完善远期现货市场

交易规范来解决 ,简单认定为变相期货交易或非法期货交易不能解决

问题 "

(二)美国法下 /期货 0的实质定义

1. /商品 0的定义

美国期货交易立法几经变迁 , 51936 年商品交易法 6为当前美国期

货监管体制和监管范围奠定了基础 "落人该法管辖范围的前提是交易

是涉及 /商品 0的交易 "因此 ,要了解美国法下的期货定义 , 首先应了

解 /商品 0的范畴 "

519 36 年商品交易法 6对 /商品 0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第 la

条列举了已在商品交易所交易多年的一系列农产品 ,作为该法项下的

/商品 0类别 ,包括 /小麦 !棉花 !大米 !玉米 !燕麦 !黑麦 !亚麻子 !高粱 !

面粉厂下脚料 !共同油 !鸡 蛋 !马铃薯 !羊毛 !毛条 !油脂 (包括猪油 !牛

油 !棉籽油 !花生油 !豆油和其他所有油脂 ) !柏子粉 !棉籽 !花生 !大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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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粉 !家畜 !家畜制品和浓缩冻橙汁,,.,[ 5 2当它们成为交易所内合约

的交易对象时 ,就进人 5商品交易法 6的 /商品 0范畴 "国会通过不断补

充修正案对第 la 条进行修订 ,使 /商品 0的范围保持最新J 6 2

519 74 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 6扩大了 /商品 0的定义 , 任何期

货交易的对象 )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 都可以纳人 /商品 0范畴 "

这次修法大大扩展了 /商品 0的范围,其直接后果是极大地扩张了 /期

货合约 0的定义范围 "由于 /商品 0范围的扩大 ,股票 !股票指数以及其

他无形利益都落人 /商品 0范畴 , 因此 ,在其基础上衍生的各种新型金

融衍生工具也有可能落人 /期货合约 0的定义 "

5200 0 年商品交易现代化法 6依据商品的供给量和易操纵性等性

质 ,将 /商品 0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排除商品(exelu血d conun oditie s) ,[7]

包括利率 !汇率 !货币 !证券 !证券指数 !信用风险以及包括通胀指数在

内的 !仅仅基于无现货市场的商品或不受任何交易参与方控制的价格

或价值的其他指数或计量工具 "(包括任何概率事件 ")第二类是豁免

商品(eonun 诫 ties th at qual ify for exe 哪 t腼 sac tions) ,18 2包括除第一

类排除商品和农产品之外的所有商品 ,如金属 !能源产品以及频宽/带

宽等 "第三类商品为农产品 "

2. /期货 0的法定定义

与 /商品 0这一概念不 同 , 美国成文法没有对 /期 货 0进行定 义 "

519 36 年商品交易法 6中常常使用 /用于未来交割的商品销售合同 0这

15 8 7 U .S .C . 夸la , C C H R 即 .t l(X) 1.

16 2 5201 "年多德 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6更新了期货合约标的物商品清

单"参见美国5商品交易法 6第 Ia( 4 )条: / -商品 .一词指:小麦 !棉花 !大米 !玉米 !

燕麦 !大麦 !黑麦 !亚麻籽 !高粱米 !磨粉饲料 !黄油 !蛋 !马铃薯 !羊毛 !羊毛条 !脂油类

(包括猪油 !牛油 !棉籽油 !花生油 !豆油以及所有的其他脂油类) !棉籽粕 !棉籽 !花

生 !大豆 !大豆粉 !活牲畜 !活牲畜产品 !冷冻浓缩橙汁以及所有其他货物和物品(但

洋葱(如本编第13 一1 节所述)和电影票房收入(或与电影票房收入相关的任何指

数 !指标 !价值或数据)例外) , 以及现在交易或未来交易的未来交割合约下的所有服

务 !权利以及权益(电影票房收入或与电影票房收入相关的任何指数 !指标 !价值或

数据例外) "0

( 7 ) Sec Ia (13 ) ,7 U .5.C . 夸la( 13 ) , C C H R eP.1 1加2 , C F M A 夸101.

( 8 2 S忱 la (14 ) , 7 U .S.C .怪la( 14 ) , C C H R eP., 100 2 , C日随A 夸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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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述来指代期货合约J g 2根据这一表述 ,构成期货合约的要素有三

个:商品 !销售合同 !未来交割 " /商品 0的范围已由 5商品交易法 6明确列

举 "根据 5商品交易法 6第 la 条 , /销售合同 0指 /销售 !销售合同以及拟

销售合同0( /sal es ,agr ee me ni s of sal e , and ag代坦m en ts to se U. 0) ,1./ 2包括

所有类型的销售协议或安排 "因此 ,如何理解 /未来交割 0就成为判定

某种合同是否是期货合同的关键 "

5商品交易法 6没有对 /未来交割 0进行明确定义 ,但第 la 条将 /推

迟交付或交运的现货商品销售合同 0排除于其含义之外 "因此 , 那些

销售行为即时发生 ,但出于便利交易一方或双方的目的 ,商品的实际交

付被推迟的现货交易合同不属于期货合同 "这是由于农产品 /远期合

同 0即时交易 !推迟交货模式早 已成为一种行业惯例 , 因此 ,立法将这

种远期合同排除于期货的定义范围 "

将期货交易与远期合约 !现货交易划分开来 ,是界定期货交易 !划

清期货监管范畴的重要内容 "在远期合同与期货的区分标准形成过程

中 ,美 国商品期货交 易委员 会(以下 简称 CFTC ) 和法 院起 到了重 要

作用 "

3. /期货 0定义的实践标准

(l) 期货与远期合约之辨析

界定某种交易属于期货还是远期合约关系到该交易是否受 5商品

交易法 6的管辖 !是否构成非法的场外期货交易 ,在美国实践中历来备

受关注 "期货市场在远期合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者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 因而严格区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

从立法历史(即立法目的)来看 ,早在 519 21 年期货交易法 6 ,远期

19 )

(10]

/eontrac tofs习e Of aco mm 司ity ror fo 欧 delive守0.参见5商品交易法) 第la !4a(a) !

4b !4d !4e !5(b)(3)条"此外 , 5商品交易法6中类似的描述性用语还有 /p峨 hase or

sai e of an y com m od ity fo r fu tU re delivery 0或 者 / eon 廿习ct for fu t叨旧 delivery 0 " S ee

P hiliP M cB ri d e J Oh n so n & Th o mas l尤e H az en , 1吧d v ati ve s R egu lati o n , As pe n , T七i川

Ed i6 o n , 2 5洲)4 , V o lu me l , at 2 3 .

7 U .S.C . 务la , C C H R ep. ,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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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就被立法者排除于监管范围之外 , 1川 51936 年商品交易法 6及其

此后的历次修订保留了这一排除规定 "根据 5商品交易法 61974 年的

修订说明 ,对现货远期合同的交易双方来说 ,基础商品对其具有内在的

商业价值 ,并且双方都预期会进行实物交割 "因此 ,现货远期合同在监

管上应与期货合同区别对待o[ .22美国第四巡回法院则指出, 5商品交

易法 6的立法目的旨在监管期货和期权交易中可能出现的操纵 !投资

或其他滥用行为 , 而对于现货即期交易(spo t tran sac tion s)或现货远期

交易(cas h fo rw ard tran sac tion s)而言 , 并不存在与期货市场相 同的投

机 !操纵或纯粹对赌的机会 "因此 , ((商品交易法 6从来就不监管现货

即期交易或现货远期交易o[ .32

但是 , 5商品交易法 6仅用 /fu tu re de hve ry 0和 /defe rred de hve ry 0两

个单词来区分期货合约与远期合约 ,如此简练而微妙的立法语言远远

不足以满足实践中对期货交易和远期合约进行 区别的需要 "因此 , 在

长期实践中 , CFr C 和法院通过判例发展 出了一套期货与远期合约的

界定标准 ,以补充法定定义的不足 "

(2 ) /全面审查 0原则

早期 , CFTC 倾向于严格限定 5商品交易法 6排除的远期合约的范

围 , 只有 /基于商业经营的必要 ,应当在未来进行实物交付 ,但仅仅是

出于商业需要或便利的考虑而推迟交付时间的现货交易合同 0 .42, 才

被认定为远期合同 "

C Fr C 和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 ,总结 出一系列区分期货合约与远

期合同的认定因素 "这些认定因素包括 :¹ 合约的名称并不能决定是

期货还是远期 "º标准化合约 "»客户没有交付意图或预期 " ¼ 基础

商品对期货合约客户来说通常没有商业上用途 " ½ 采用初始保证金 !

111] C FT c v.co 氏如 M ar ke血9 G roup ,6 80 F.Zd 573 (9山e ir.x982 ).eiti ng 5.R ep.吻 .

2一2 ,67th e ong. , l 0 sess.l(飞92一).与(一936 年商品交易法6相比,最初的表述略有不

同 ,将远期合约表述为 / an y sal e of cas h 邵扣n for de fo n ed sh iP Ine nt 0 "

H .R .R eP .NO .93 一975 , at 129 一30 ( 1974 ).

sa一omon 凡re x , h c.v.T au 比r,5 F .3d 9/ ,970 一71(4 ,h e ir .199 3 ).

P ro po se d Re gu l硕 on o f Le v e C o nn习c ts for Fu tu re De li ve ry o r 0 the I.W ise ,44 F ed . Re g .

13494 , [1977 一1980 T住叮sfe r B inde r2CO m 1口.Fu t.L .R eP (C C H ), 207 72 , at P.23164

(C FT C M 眼 h 12 , 1979 ).

[lz]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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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保证金的担保方式 " ¾ 清算方式可以交割实物 ,也可以现金清算 "

另外 ,美国实务界也很早就对远期与期货界定的模糊性达成了共

识 ) 对于期货和远期的界定 ,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也没有一种决

定性的要素清单J .52上述要素中的任意一个对于认定期货来说 ,既非

充分也非必要条件o[ .6 2也就是说 , 即使某种交易不满足以上特征 ,也

可能因其他特征而被认定成期货 ;反之 , 即使某种交易都满足以上特

征 ,也可能因其他理由而认定为不属于期货o[ .72总之 , 没有一种因素

是决定性的011 8]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 /全面审查 0原则主导了 CFTC 和法院界定

期货和远期合约的判断依据 ,该原则产生于 1979 年的 Sto vall 案 1.9 2,

并在 19 82 年的 co Pe tro 案 120j 中得到发展和正式确立 " /全面审查 0

115 2

[16 2

(17 2

eFTc v.eo 氏tro M 扣业ed吃 Cm up , 同前注113 2"

See ln 二 C面 " 1月0d C oo pe lati ve , 30 See. R eg. & L . R eP .( B N A ) 1714 ( C FT C In itial

1吧c.199 8 ) , eiti ng In re Stovall , 1979 W L 11475 at * 3 ( 1979 )

例如 , C FT C v.c o pe"e M ar keting G ro up 案中, 虽然合约是被告公司分别与每个客

户签订的 ,并非完全的标准化 ,但法官认为, 由于被告在合约中承诺如果客户提出抵

消.将无条件地与客户签订方向相反的抵销合同, 从而使客户免除原始合同的交割

义务 ,这与标准化合约取得的经济效果相同(期货合约标准化的主要 目的也是便于

转让和抵消) , 因此, 标准化并非认定期货的必要因素, 欠缺标准化因素, 也可能构成

期货 "

In re Sto vall,[1977 一80 Tran sfe rBinder8Comm .Pu t.L.ReP.(CCH )P 209 41 ,at 23 ,

777 一79 (C FT C 1吮e.6 , 1979 ).

本案中,CFTC 认定 Sto val l与其客户之间的交易是否是期货的标准是 /全面考察双

方的交易行为 ,特别是交易双方进行此交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CFTC 列举 了该

合约的几个特征;(l) 采用标准化合约;(2)涉及商品的未来交付;(3)该合约向公众

公开出售;(4)通过抵销清算消灭合同规定的实物交付义务;(5)客户没有实物交付

的预期, 而是期望通过商品价格的未来变动获得轧差收益;(6 )事实上 , 除一名客户

之外 ,其他所有客户最后都通过与Sto vai l抵销清算, 而不是进行实物交付.实物交付

的可能性很小"标准化合约 !公开出售表明该合约的交易者不是从辜实物贸易业务

的经营者, 实物交付的可能性很小则说明交易方没有际交付的意图"据此, C F T C 认

为st oval l提供的合约属于期货"

1982 年 , 第九巡回法院在C FTC v.co peo. M ar keting G ro up 案中引用 了stovall案的

判定标准,使 / 全面审查 0原则正式成为期货与远期合同的认定标准被确立下来 "该

案中, 法院认为, 客户与co PeOD 签订的协议的目的是投机获利 ,货物对于客户没有

实质的商业价值, 并且客户完全没有实际接收交付的意图或预期" 因此, C o Pe 加

M 田火ed ng G ro up 从事了非法的场外期货交易行为"

[l8j侧

[2() 2

3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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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通过对每桩交易 !每种合约进行实质性分析 , /将交易看作一个

整体 ,对其内在目的进行分析 0,1川从而综合作出是否是期货的判定 ,

具有相当大的实质审查和主观判断因素 "

(3 ) /三要素 0检验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 C FTC 的认定标准发生了转变 , 实物交付是

否真实发生在判断是否是期货合同上的地位不断下降 ,实物交付义务

是否具备法定的强制执行力 ,即合同交易方是否有权拒绝另一方提出

的现金清算要求 ,成为界定期货与远期合同越来越重要的因素01222促

使这种转变发生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围绕锁定交付时间的套期

保值合同发生的大量纠纷案件 "

锁定交付时间的套期保值合同(He dge一to .A币ve con 瞅 t,盯 A )是

谷物商与农场主之间签订的一种长期合同 ,农场主可以在合同指定期

间内的任意一天进行特定数量和质量的货物交割 ,合同价格由订立合

同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该种货物的期货价格加减合同履行日现货与前

述期货价格的基差决定 "如果合同到期时 ,农场主仍未决定履行 , 则谷

物商有权决定基差 ,从而决定期货合同的最终价格o[23)

19 95 一19 % 年 ,美国玉米现货价格持续走高 ,这一突然的市场变

化打破了 HT A 合约的平衡 "由于农场主在现货市场上卖出能获得更

大收益 , 因此不断将 H TA 合同一再展期 , 长期不实际履行 "谷物商则

不得不一再追加交易所内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数额 "随着双方利益冲突

的加剧 , 围绕 HTA 合约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此类纠纷的一个核心法律

问题是 , H T A 合同到底属于期货还是远期合同0124 2

在一系列 HT A 合同争议案件的审理 中,法院与 CFTC 的观点出现

分歧 "法院大多倾向于将 H TA 合同界定为远期现货交易 , CFTC 则倾

CFTc v.CO Pe tID M 剐火eting G ro up , 同前注113 2"

Phi liP Mc B ri de Johnso n & Th omas L之e H aze n , 同前注 11 , 怪1.02 [3 ] , P.24 "
Jay as h几e B . C O k h a >e , - H e dg e一to 一A 币 ve Co n tl a cts: Fu tu 化5 or F o rw ar d s . , D m ke 切 棒

R e vie w ,5 3 D 口山e L . R e v .5 5 , 2以M , at 3 .

H T A 兼有期货和远期合同的特征 ,但性质认定不同, 对农场主或谷物商利益的影响

却完全相反"如果认定属于5商品交易法 6豁免的远期合同, 则该合同合法有效, 可

以被强制执行 , 对农场主不利 ;如果认定属于非法的场外期货交易 ,该合同则因非法

而不可强制执行 , 对谷物商不利 "

!卫lqkJ..!J.
,.几,-1q,-2,qrl-产..kr.L

(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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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将此类合同认定为非法的场外期货交易 "这种界定结果的不一致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述 /全面审查 0标准的缺陷引发 "对于 /全面审

查 0标准的不合理性 ,Eas te rbrook 法官精辟地指出 ,1周 /全面审查 0标准

用是否交付作为判断期货或远期合同的标准是错误的 , 因为无论是期

货还是远期合同 ,根据合同条款 , 当事人在合同到期前都有权选择以实

物交割还是现金结算的方式终止合同 ,因此 ,是否交割不能成为界定期

货或远期合同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 , /全面审查 0标准注重交易的主观

意图 ,而主观意图的判断必须依赖于双方是否实际交割的事后情节 "

这种溯回式的判断标准使市场参与者无法预期其行为的结果 ,也就不

可能事先通过合同条款的设计来避免成为非法场外期货交易 "市场参

与者必须事先就能够明确确定其交易行为是期货还是远期 ,继而选择

合同对手方以及交易场所 "如果只能在该合同存在若干年后才能知道

其是否合法 , H TA 合同分配价格风险的功能也就彻底丧失了 "以当事

人的 /意愿 0或者实际交割的 /比例 0作为合同性质的判断标准实在糟糕

至极 ,因为当某一合同属于期货还是远期合约仅仅取决于当事人最后是

否决定履行其承诺时 ,对商业交易抑或立法解释都没有任何助益J262

在 Ea ste rb roo k 法官意见的基础上 ,第七巡回法院确立了界定远期

与期货交易的 /三要素 0检验标准:(l) 合同具有特定化条款 , 不可被其

他商品销售合同替代 ;(2) 交易双方都是行业经营者 ,而不是投机者 ;

(3)交付不能无延期推迟 ,除非卖方向买方支付额外的费用 "只有具

备上述全部三项条件的合同才是 5商品交易法 6豁免的远期合约;不满

足上述要素中的任意一个 ,该合同则有可能构成期货 o[州 该标准在 In

re c ar gill[ 2/2等案中被援引并确立下来 , /以合同条款特定化 !交易参与

人特征和交付义务的法定强制执行力作为明确的指标 , 在很大程度上

修正和完善了 /全面审查 0原则 ,使期货与远期的界定更加客观 ,大大

参 见 N ase l v .A D M 加ves tor serv ice s, Ine. , 65 F .s upp.Zd 740 , 750 一52 (N . 0 . nl.

199 9 ) "

N agel v .A D M Inves tor serv ice s , Inc . , 同上注 , at 752 "

N agel v .A D M In veslor Serv ice s, Inc ., 同上注 "

In 茂Carg ill,In e. , [20( x)一2(X) Z T /In sfe rBinds r] Co nun .Pu t.L.ReP.(CC H )p 28425 ,

at 5 1227 n .93 (C .F .T .C .N ov.22 , 2(洲X) ).

!J..!JPJ...!.气q67n己,-2,-,-
护..!rL.JJes洲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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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 "

通过对美国界定期货和远期的实践标准的研究 ,我们至少可以得

出两点结论 :

第一 ,无论是早期的 /全面审查 0原则 ,还是后来经过修正的 /三要

素 0标准 ,美国法下界定期货和远期合约的标准都是从合同本身出发 ,

以合同条款的内容来判断交易性质 , 而不是以交易场所或交易机制作

为划分期货和远期的界限 "在交易所内交易固然是期货交易的典型特

征 ,但交易所交易应作为区分场内交易和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条件 ,

而非 /期货 0的界定要件J29 2两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

第二 ,在通过合同本身条款判断交易性质时 ,意图交付又是界定标

准的核心要素 "以是否实际支付作为界定期货与远期的标准是不合理

的 "一方面 ,随着远期现货市场以及商业模式的发展 ,远期合约与传统

形式相比有了新变化 ,比如趋向于标准化 !出现了反复参与买卖的做市

商(同时也是商品经营者) !支付差价即可解除合同的情形越来越普遍

等 ,远期发挥着与期货越来越相似的经济功能0150] 参与远期合约的商

业经营者在签订合同时往往无法预料最后是否会以实物交付的形式终

止合约 ,这必须取决于未来市场的复杂因素 "另一方面 , 以实际交付为

判断标准使交易定性完全依赖于交易参与方的事后行为 , 交易参与方

无法在合同签订时明确该交易的法律地位 , 因此不符合法律的基本原

则和监管逻辑 "美国从要求实际交付 1川到判断交付义务是否有强制

执行力 ,是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完善和合理化的结果 "反观 中

国的期货定义 ,不仅法律规定层面没有从合同条款本身揭示期货的本

质 ,实践中 ,即使有某些案例试图用 /交付 0要素判断交易性质 ,也大多

以实物交割率作为事后定性的标准 , 因此才会出现交易类似 !定性不同

的混乱局面 "

[29 2

(30]

1312

Ed w 田目 F .G ree n e , A lan L . B e ller , Ed w ar d J . R o se n , D an ie l A . B ra v erm an , S eb ast ian R .

S pe 欣 , Le sli e N . si lv e~ , 以 s. R亡g ula tjon of th e In te蒯 tio na l Sec /ri ties a侧

刀心对va tives M drke ts , A SPE N ;g th E刁ition , 2的8 , 夸14 .08 =Z J , PP.14 一87.

加 祀 B y喊 ,弘5 F .Zd 3的 (9山e ir .199 1) -

See Ch arac teri stic s D isti nguishing C ash and Po 户胃ard C ontl.cts 胡d /T rad e 0伪 石"ns, 50

Fed .R 铭 .39656 ( SePt .30 ,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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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货交易所 0的认定

期货的定义可以将期货市场与远期现货市场区分开来 ,但对于期

货市场与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之间的界定 ,仅有期货定义这一标准并

不充分 ,这是因为场外金融衍生品与期货在合约本身方面的界限不再

明显 "以互换为例 "互换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 的场外衍生工具之一 ,

是指交易双方(又称对手方)之间通过协商 ,约定根据事先确定的计算

公式 , 交换支付(互换)期间性的现金流的协议o[32) 交易者通过与互换

交易商直接达成协议而进人互换交易 ,再由互换交易商另行寻找能够

对冲其自身仓位的另一方 , 因此 ,交易商实际上也起到做市商和中央对

手方的作用J33) 传统上 ,典型的互换与期货是两种性质和特点完全

不同的交易 ,二者在交易机制 !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 ,本不应有

交集而产生法律适用不确定的问题 "134j 然而 , 随着互换交易的演

变 ,互换与期货在经济功能和合约标准化等方面越来越相似和难以

区分 "首先 ,互换交易与期货都具有对冲风险和投机的功能 , 135j 在

经济功能上具有等价性 "其次 , 互换交易通常也具有标准化条款 ,且

通过现金结算而不是实际交付来结束交易 "在互换市场迅速膨胀的

过程中 ,互换合约的标准化程度也快速提高 , 一些基础型互换产品 ,

[32]

(33)

S ee . Ja ck M 加rs h叨 & Ke n K aP n er , 乙叭凌 0 招胭如9 5即即 -, wi le y & S on s , 肠c . , 199 3 .

D aniel P.C unnlngh am et ai . ,A n In tro d知c拄o 0 to 口了e De ri va ti卿 , in s冲即5 and o功er

De ri va t庄ves in 1997 , p.258 (PL I C orp .La w & P m ctice C ourse H and b以,k s丽 es No .B -

10 17 )( 199 7 ).

例如 ,与期货不同,互换交易一般无法提供实物交付;期货交易在集中的交易所进

行, 所有公众都可参与;互换交易在场外市场由交易双方私下协商议定合同条款;

互换交易的参与者一般限于机构投资者 , 而不向公众开放;区别于期货 的高度标

准化 , 互换交易往往包含个性化条款 , 以满足最终用户的特殊财务需要;期货交易

有集中清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来保证履约, 互换交易则幕露于众多零散的交易

对手方的信用风险之下" 当事人必须 自行评估对手方风险以及控制 自身的财务

风险 " 同上注 , 第 15 页"

实质上, 当互换交易商找不到可以抵销掉其仓位的对手方时 , 常常买入反向期货

交易来抵销互换交易的仓位 , 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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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典的利率互换合约(Pl ai n v蒯 lla ) ,标准化程度与期货已难分高

下 "136 2在这种情况下 , 仅从互换合约本身来看 ,几乎无法把互换与

期货区分开来 "因此 ,必须从交易场所和交易方式人手 ,对互换交易

和期货交易进行有效地划界 "

(一)中国法下 /期货交易所 0的认定

1. /变相期货交易 0与期货交易所的认定

2012 年 5条例 6修订前 ,对期货交易所没有直接的认定标准 ,但 /变

相期货交易 0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期货交易所的界定标准 " /变相期货

交易 0包含两层含义:首先 , 变相期货交易本质上属于期货交易 ,不能

因 /变相 0而否认其期货交易的性质 ;其次 ,该种交易以合法形式掩盖

非法目的 ,是非法的期货交易01372根据 5条例 6第 89 条 ,构成变相期货

交易有两种情形 "一是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 同时

市场或者组织交易的机构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

担保的;二是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并且实行当日无

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 , 而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标的额的

20 % 的 "前者主要为防止价格剧烈波动时交易风险集中于市场组织

者 ;后者主要限制交易的杠杆率 , 防止过度投机造成大面积的违约风

险J38 2可以看出 ,2007 年 5条例 6隐含的界定期货交易所的标准为:

(l) 集中交易;(2) 中央对手方履约担保和保证金制度 "即以交易机制

作为期货交易所认定的主要指标 "

由于对 /期货交易 0没有进行正面定义 , 20 % 的保证金比率也很容

易被规避 ,司法实践中也反映出 /变相期货交易 0标准在适用中存在很

R e po rt o f T h e P re sid en t . 5 W o浅in g G ro u P o n F inan e ial M ark ets : / o ve r一th e一C o u n te r

De ri v ad ve s M 滋 e ts an d the C o ln m od i勿 E xe h an 罗 A e t 0 , NO v . 1 9 9 9 , P . 12 .

无独有偶 ,2(X) 5 年(证券法 6第10 条第3 款明确规定:/ 非公开发行证券 , 不得采用

广告 !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0其所谓的 / 变相公开 0是指表面上采用非公开方

式 ,实际上却是公开方式的非法公开发行证券行为"该条也可以作为理解 / 变相期

货交易0的立法语义的佐证 ,说明我国立法者采用 / 变相 0一词 , 意指被法律所否定

的非法行为, 至少这在(证券法)上已有先例"参见5证券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12(X) 5 8第43 号) ,2(X) 5 年10 月27 日"

张育斌 !叶平:/界定变相期货交易 维护期货市场秩序 0 ,载5期货日报 62007 年4 月

12 日 "

k-胜J-J1.
6,..飞c,,

产..仁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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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 ,为此 ,201 2 年 10 月 ,国务院发布了 5关于修改(期货交易管理

条例>的决定 6 "修订后的5条例 6恢复 /期货交易 0的定义 , 即 /期货交

易 ,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

动 0;删去 /变相期货交易 0的有关规定 "这很大程度上是对 /变相期货

交易 0界定标准广受垢病的回应 "

然而 ,虽然 20 12 年 5条例 6删掉了上述规定 , 强调 /公开的集中

交易 0为期货交易的特征 ,但以交易机制作为认定期货交易所唯一

标准的观念根深蒂固 ,加之 20 12 年 5条例 6对 /期货交易 0的正面

定义仍然是模糊的 ,因此 ,交易机制仍是 目前认定期货交易所的主

要指标 "(392

2.中国法下期货交易所认定存在的问题

( l) 忽略公众参与和标的物种类的认定要件

以交易机制作为期货交易的界定标准有一定合理性 "因为交易所

特定的交易制度设计(大户持仓报告制度 !逐 日盯市 !初始保证金以及

追加保证金制度等)能够保证反操纵 !反欺诈 !防止过度投机等监管目

标的实现o[侧 因此 ,交易机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期货交易所

的特有特征 "但期货交易所之所以与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同 ,还有

两个很重要的区别 ,即参与者范围和标的物种类 "要求期货交易在场

内进行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零售投资者(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场外衍

生品市场只允许机构投资者等成熟投资者进人交易 , 因而没必要对其

施加与期货交易所同等程度的监管要求 ,可以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自

由 "此外 ,期货交易所中合约的标的物大多是农产品等实物 ,实物标的

物总量有限 ,被操纵的可能性更大 ,并且实物期货市场的价格直接影响

例如 ,20 11 年 11 月国务院5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 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

决定 6( 国发12011 838 号)仍明确指出 , /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

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 , 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 中竟价 !电子

撮合 !匿名交易 !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0"

交易所自律监管是人们为了达到上述使期货市场安全高效运行的目的,在长期实践

中创造出来并逐步完善的一套期货交易监管机制, 其产生远远早于以期货法为核心

的立法监管"现行期货监管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交易所自律监管机制的基础

上, 对其予以法律确认并补充反欺诈等规则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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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货市场波动 ,而场外衍生品的基础资产 ) 金融工具的供应量理

论上是无限的 ,难于进行操纵 "因此对期货交易所必须采取 比对场外

衍生品市场更严格的监管 ,参与者范围和标的物种类才是认定期货交

易所的根本要素 "

(2)场外衍生品市场面临法律地位的不确定

现行法下以集中交易机制作为判定是否是期货交易的标准 , 实际

上使期货市场获得了集中交易机制的垄断使用权 , 即只有在法律认可

的期货交易所才能使用上述交易机制 ,否则不能使用 "由于对期货交

易的界定缺乏公众参与和标的物种类要素 , 导致期货交易界定的重点

落在集中交易等交易机制上 , 即使某合约市场只有机构投资者参与 , 只

要采用了交易所式的集中交易机制 ,也构成变相期货交易而予以禁止 "

在这种情况下 ,最可能被质疑为非法期货交易所的就是 中国的银行间

衍生品市场和外汇交易中心衍生品市场 "因此 ,必须加人公众参与和

标的物种类两个认定要件 ,才能消饵这种不确定性 "

(二)美国法下 /期货交易所 0的认定

2000 年以前 , 根据 5商品交易法 6的规定 ,所有期货交易必须在

C FT C 指定的合约市场(De si gna ted C on tra ct M 别火et) 进行 "这与我国现

行规定基本一致 "2000 年 5商品交易现代化法 6首次放开了指定合约

市场(交易所)对期货交易的垄断权 ,另外开辟了衍生工具交易执行设

施 ( ne dvat ives Transac tion Exeeution Fac ility , D TEF ) 和 豁 免 市 场

(Ex em ptBo ard of Tra de , EB OTs )两种交易场所 , 以满足符合特定条件

的期货合约和投资者的需求 "由于后两种交易场所的参与者只有成熟

的合格投资者 ,不包括公众 , 因而期货交易所必须遵守的一系列以保护

零售投资者为 目的的规则不必适用于这些市场 ,其 申请条件和监管要

求都低于指定合约市场 "

根据商品类别和参与者范围的不同,合约市场 !衍生工具交易执行

设施和豁免市场的监管要求逐次降低 "合约市场由期货交易委员会指

定 ,对交易的产品类型和参与者无特殊限制 ,是新的三种交易市场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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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最为严格的一种产, 2

衍生工具交易执行设施是 5商品交易现代化法 6为特定的衍生工

具设立的新市场 ,对其监管略少于合约市场 "衍生工具交易执行设施

对市场进人者和商品类别都有一定限制 "交易参与者仅限于 /合格合

约参与者 0(eligible eontrac t Part ieiPan ts, EC ps)142)和满足一定条件的期

货经纪商Ot钊 商品类别方面 ,依据 5商品交易法 6第 5(a) 条 , 仅限于满

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商品衍生合约 :(1) 基础商品的可供应量近乎无穷

大 ;(2) 基础商品的供应量足够大 , 以至于几乎没有被操纵的可能;

(3) 基础商品没有现货市场 ;(4) 该合约是证券期货产品 ,且该衍生工

具交易执行设施是根据 519 34 年证券交易法 6注册的证券交易所;

(5 )CFTC根据市场特点 !监控历史 !自律记录以及交易设施容量等因素

认定没有操纵风险的合约;(6) 基础商品不是农产品 , 且交易仅限于合

格商业组织(eligible eonun erc ial entities)为 自己的账户进行J44 2

豁免市场中交易的合约类型限于除证券类合约之外的 !没有操纵

风险或没有现货市场的期货合约以及其他衍生合约 , 145 2交易参与者限

[41 2

(42 2

[43]

(44 1

[45 2

依据5商品交易法)第5(b )条 , 申请成为指定合约市场须满足 CFTC 规定的多达 16

项核心原则"主要内容包括:申请者必须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证明, 只上市不易

被操纵的合约品种;建立监控制度, 防止市场操纵 !价格扭曲以及其他扰乱交割或清

算的行为;在适当时对投机者进行仓位限制;交易所有能力通过市场管理和恰 当的

程序安排来防止市场垄断;通过交易实施和对违规者的调查处里能力, 交易所能够

建立和执行交易规则.保证交易的公平合理;交易执行设施的运行符合交易规则和

特定要求;能够建立和执行清算规则和程序, 使交易所能对违反交易规则的人加以

处罚;能够提供一定的渠道 , 使公众能了解交易所的规章制度 !交易规则和产品特

点;能够建立必要的系统以获取相关信息 ,使交易所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包括金融机构 ,保险公司, 经注册的投资公司, 总资产超过 l5XK>万美元的公司 !合

伙 !信托机构以及其他实体, 总资产超过slXX) 万美元 !受ERI SA 管辖的员工福利计

划,政府机构 , 总资产超过 1以X) 万美元的自然人 , 或总资产超过五百美元但以风险

管理为目的而从夺交易的自然人 "sec tion la( 12 ) , 7 U .5 .c .夸la (12 ) , C C H R ep.,

[加 2 , C E 功A 与101 .

条件为已在期货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是期货 自律组织的会 员;如果从事证券期货

产品交易, 则须为依据 19 34 年证券交易法注册的全国证券协会会员;取得衍生工具

清算机构的会员资格;注册资本在两千万美元以上"Sec 6on 5a( b) (3) ,7 U .S.C

夸7 a(b ) (3 ) , C C H Re p., 1207 B , C F M A 夸111.

Ph iliP Mc Bride fo hnson & Tho~ Lee H -比n , 同前注111] ,at 319 ,Footno te 7 "

Sec don sd (b ) ,7 U .5 .C . 圣7 a 一3 , C C H Re P., 123 1 ,C F M A 夸114 .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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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合格合约参与者 0"豁免市场所受监管最少 ,除反欺诈和反操纵规

定外 ,不适用 5商品交易法 6的其他规定o[例

总之 ,场外衍生品与期货在合约的标准化 !经济功能等方面已经非

常相似 ,但市场参与人和标的物性质的不同 ,决定了场外衍生品交易仍

然不属于期货交易的范畴 "场外衍生品的参与者大都是成熟的机构投

资者 ,不涉及保护公众利益 , 因此可以不在期货交易所这样严格监管的

市场中进行 "因此 ,场外衍生品与期货在交易场所上的不同 ,归根结底

是市场参与者和标的物性质不同导致的风险不同 ,从而产生不同的监

管需求 ,应当在不同的监管框架下进行 "金融危机后 ,2010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5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6要求提高互换

的标准化并强制满足一定条件的互换进人场内进行结算 ,恰恰说明交

易所严格的监管机制能够更好地防范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风险 "但由于

参与者和标的物种类的不同 ,互换交易即使在场内进行 ,也将适用与期

货交易所不同的监管标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期货交易与场外衍生品

的区别不仅不会消失 ,而且对于研究哪些产品应进人场内交易 !哪些产

品可以场外交易 !场内和场外之间存在怎样的市场分层的可能 ,可能具

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

三 !中国期货交易界定的完善建议

(一 )构建期货与远期的界定标准 ,明确期货合约的实质定义

期货合约的定义是准确界定期货合约与远期合约 !划定期货监管机

构的管辖范围的前提 "虽然美国 51936 年商品交易法 6并没有对期货合

约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义 ,而只是原则性地排除 5商品交易法 6对远期现货

合约的适用 "但美国法学界和实务界一致认为 ,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义是

多年来围绕期货与远期的划分产生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 "在判例法传

统下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区分期货合约与远期合约的细致标

(46 2 S ec ti on sd (a ) ,7 U .5.C .夸7a 一3(a ) ,C C H Re P ., 1230 ,C F M A 怪114 .仅当豁免市场

对某种墓础商品的价格发现有重要作用时 ,监管者才可能要求其公布其交易信息"



证券法苑 (第八卷 )

准 ,口钾C 的执法说明和行政解释也对明确实践中的期货定义起了很大

作用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法定定义过于简练的不足 "

期货合约的法定定义应当揭示期货合约的本质 , 必须能够将期货

与远期现货合约加以实质性区分 "美国司法实践对期货与远期的界定

标准经历了由 /全面审查 0的主观标准到 /三要素 0检验的客观标准的

认识转变 ,形成了现在以合同条款 !交易参与人特征和交付义务的法定

强制执行力 /三要素 0的客观标准为判断依据的科学的界定标准 "这

一标准值得中国借鉴 "

一方面 ,明确期货与远期的界定标准有利于大宗商品远期现货市
场的发展 "中国现行法下以交易机制为主要依据认定期货与远期现货

市场的区别 ,是使众多采用电子交易系统的远期现货市场处于高度的

法律不确定地位J例 这种盲目禁止一切类似期货的交易机制在其他

市场上运用的规制方式使大宗商品远期现货市场的电子化发展面临极

大的违法风险 ,甚至扼杀了远期现货电子盘的生存空间 "应当借鉴

/特定化合同条款 !交易参与人特征和法定强制交付义务 0的三要素标

准 ,从合同条款本身入手 , 以合同本身的性质而不仅仅是交易机制构建

期货与远期合约的区别要件 "

另一方面 , 明确期货与远期的界定标准有利于非法期货交易案件

的正确定性和处理 " /变相期货交易 0类案件之所以定性混乱 , 是由于

将案件焦点过分集中于采用何种交易机制 "事实上 ,对这类案件进行

定性时 ,应当首先从产品或合约本身的性质出发 ,判断交易属于期货还

是远期合约 ,从而明确应适用期货监管或民事合同法作为法律框架 ,在

各自的法律框架下 ,再分析具体的交易行为是否违反了期货监管制度

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反合同义务 "

5二)补充公众参与和标的物种类作为期货交易所的认定要素

期货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期货交易所的监管 ,通过严格限定

期货交易所应满足的监管要求 ,使公众投机能够被限定在社会可承受

1472 杨世新:/ 电子商务与变相期货的博弈) 上海市钢铁贸易商会法律顾问龙陈关于

规范电子交易市场访谈录0 ,载5现代物流报 62(X) 7 年8 月8 日;李中秋:/ 上海石油

交易所开业引发市场发展模式之争) 石油交易所:现货交易还是变相期货? 0 , 载

5中国证券报)2(X 拓年8 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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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范围内 ,达到实现期货市场有效性的监管目的 "中国现行法下

的非法期货交易 ,实际上是对期货交易所的界定标准 ,禁止的初衷是防

止此类采用交易所交易机制的合约市场也允许公众进人 , 由于这类市

场未经监管部门审批 ,交易规则是否公平 !安全机制是否健全都不在期

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控之下 "因此 ,法律应对此类期货交易严格禁止 ,

以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但现行法下的非法期货交易恰恰缺少公

众参与这一重要的认定因素 "没有了这一认定因素 , 将有可能使所

有采取集中交易的场外衍生品市场都面临高度的违法风险 "美国法

下根据是否有公众参与对期货市场进行分层 的经验进一步证明 ,公

众参与因素是期货交易界定中的核心要素之一 , 只有允许公众参与

的期货交易 ,才必须要求其在场内进行 ,并接受最严格 的交易所监管

要求 "因此 ,在未来修改 5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6或者制定 5期货交易

法 6的过程中 ,应当借鉴美国法的规定 ,补充公众参与和标的物种类

因素 , 作为认定期货交易所的必要条件 "只有这样 ,才能解除集中交

易的交易机制 由期货交易所垄断的认识误 区 , 承认场外衍生 品市场

的合法地位 ,为电子盘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技术创新留下

发展空间 "

四 !结论

我国现行法对期货定义的形式主义定义导致实践中对发生在法定

期货交易场所之外的非法期货交易无法进行准确认定和处理 "美国在

司法和监管实践中形成了通过分析合同条款本身对期货与远期合约进

行定性的客观标准;通过将期货与互换等场外衍生工具相区别 , 明确期

货与互换的区别的关键在于参与者不同而引起的交易机制及监管方式

的不同 "美国对期货交易所的界定表明 ,对交易机制的垄断并无必要 "

我国立法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期货交易的界定:借鉴美国对期货与

远期合约的界定标准 , 以 /合同条款特定化 !交易参与者特征 !交付义

务的法定强制执行力 0等客观指标作为界定期货与远期合约 的要件 ,

明确期货合约的实质定义;改变以交易机制作为认定期货交易所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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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的做法 ,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和防止市场操纵的监管目标出发 ,将
公众参与和标的物种类作为认定非法期货交易的必备要件 ,为场内 !场

外市场共同向多层次立体化发展预留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