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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5_85_B8_E5_c33_41292.htm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

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

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证

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件，规定了人

民法院开始有条件地受理和审理，这对于逐步建立和完善证

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是，这类案

件的审理，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来说，还是新的领域，没

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且这类案件有着法律、技术和社会

等方面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审理这类案件必然存在许多困难

，需要在审判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本文拟就目前亟需解决

的虚假陈述行为的性质、诉讼主体、归责原则、投资者损失

的计算和赔偿范围的确定等几个具体问题，与读者作初步分

析和探讨。 一、虚假陈述行为的分析和认定 证券市场虚假陈

述，也称不实陈述，泛指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不正确或不正

当披露信息和陈述事实的行为。《通知》第1条对虚假陈述民

事赔偿案件定义性解释的规定中，对虚假陈述行为同时也作

了定义，即证券市场上凡是违反了证券法的规定，违背事实

真相所作出的陈述或记载均是虚假陈述行为。虚假陈述行为

是证券市场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的基础。证券市场上民事侵

权行为的基本形态，与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其他侵权行为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假陈述者既损害了证券市场赖以存

在和健康发展的信息披露制度，而该制度恰是证券市场的基

石和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同时也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虚假陈述从不同角度可以进行如

下划分： 从行为方式上看，虚假陈述既包括行为人采取积极

作为，作出背离事实真相的陈述和记载；也包括不作为，即

对依法应作陈述和记载的事项未作记载和陈述的虚假陈述；

还应包括不适时披露信息的虚假陈述。根据上述特点，以行

为方式为标准进行区别，虚假陈述行为具体可分为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不适时披露四种形式。虚假记载

是指行为人以某种积极行为的方式，将事实上不存在的情形

记载为客观存在。误导性陈述则是使投资者发生错误判断的

陈述，侧重于使投资者发生误会，而不论是否属于事实上的

虚假。误导性陈述对市场走向或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重大

影响，如果由自然人作出，其应具有特殊身份，如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投资分析师、重要新闻人物甚至政府部

门高级官员以及负有特殊职权的工作人员等。陈述遗漏是指

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记载事项作出记载和反映，一般性陈

述遗漏不构成民事责任承担的条件，而须是重大的遗漏。不

适时披露属于不正当披露范畴，即便披露的信息不含虚假成

分，但由于披露时间错误，不在限期内公开披露法定应当披

露的信息，导致信息不对称所构成的虚假陈述行为。不适时

披露又包括迟延或提前披露。 从披露载体上看，虚假陈述可

分为两类。一是反映在依法应提交和公布的各项文件中的虚

假陈述，既包括由发行人和承销商提交或作出的申请发行及

发行文件、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上市公司各种报告

等，还包括由中介机构作出的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以及法律意见书等；二是通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

因特网等媒体所发布的影响股价甚至市场的虚假信息。 从虚



假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的性质上看，可分为违反义务性条款

的虚假陈述和违反禁止性条款的虚假陈述两类。违反义务性

条款的虚假陈述，是指负有正确和正当披露信息义务的市场

参与者，违反了法定披露义务而对市场及投资者构成虚假陈

述的侵权行为。一般反映在依法应提交和公布的各种报告、

公告和意见等文件中。证券法中的义务性条款，为发行人、

承销商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设定了

信息披露义务，要求他们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法

定应当披露的信息。违反禁止性条款的虚假陈述，是指具有

特殊身份的机构和个人违反了证券法的禁止性规定，作出虚

假陈述而构成侵权的行为，一般是通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

、因特网等媒体所发布的影响股价甚至市场的虚假信息。证

券法中的禁止性条款主要是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禁止国家

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并传播虚

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禁止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各种传播媒

介传播证券交易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 根据虚

假陈述对市场走向和投资者判断的影响，还可以分为诱多的

虚假陈述和诱空的虚假陈述。常见的是诱多的虚假陈述，指

当股价运行在相对高位时，虚假陈述者故意违背事实真相，

散布或发布虚假的利多信息，诱惑投资者在股价高位接盘追

涨的行为。诱空的虚假陈述，则是当股价在低位运行时，虚

假陈述者相反散布或发布虚假的消极利空信息或消息，致使

投资者低价杀跌后而股价飞涨遭受损失的行为。 并非所有虚



假陈述行为都负赔偿责任，只有那些在具有重要性的事实上

虚假陈述并对市场产生影响的，方导致民事责任。我国证券

法没有具体规定何为重要性事实，但一般理解为法律规定的

应当申报或公开的事实，以及对投资者判断产生影响的信息

。重要性事实标准还可以结合市场是否受到影响而判断，凡

是对市场产生了影响的，那么所虚假陈述的事实即是重要事

实，该虚假陈述行为就导致民事责任的产生。《通知》设立

了行政决定前置程序，投资者则无须对虚假陈述行为是否构

成民事责任作出判断，只要依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就可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仅根据处罚决定证明虚假

陈述行为存在而受理案件，并且还可据此作出实体判决。行

政决定前置程序无疑解决了证券市场难以举证的问题。根据

《通知》的规定，投资者对未受到行政处罚的，属一般民事

侵权行为的虚假陈述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现阶段人民法院

尚不予受理。 对于虚假陈述行为极其恶劣，其社会危害性已

构成刑事责任，受到了比行政处罚更严厉的刑罚制裁的，如

构成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

、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的行为人，应当附带承担民事责任

。投资者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和审理。 二、民事责任性质及归责原则 民事责任的性质，

最基本的是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对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

事责任的性质，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关键在于对发生于一

级市场上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性质的判定。一部分观点认为

，一级市场上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发行人的

招股说明书便是要约，投资者申购、中签并交纳认购金即是

承诺和合同的完成，发行人和每个特定的投资者是一对一的



关系。发行股票或债券时的虚假陈述导致的是违约责任和侵

权责任的竞合，投资者可在两项请求权中选择起诉，这种情

况下可以构成合同责任。（注：杨明宇：《证券发行中不实

陈述的民事责任研究》，载《证券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对二级市场股票或债券交

易阶段的虚假陈述构成侵权责任，所有学者观点则是一致的

。即二级市场投资者交易股票或债券，一般不与上市公司发

生直接合同关系，此时虚假陈述则构成侵权责任。（注：王

利明：《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证券法律

评论》2001年第1期，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虚假

陈述针对不特定的投资者作出，首先欺诈的是整个证券市场

，其次才是投资者。由于绝大多数投资者属于弱者，在市场

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境地，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定性为侵权

责任，民事责任主体范围就大得多，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证券法在第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百零二条规定

中，将发行人、承销商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各种中介机构及

其责任人确定为民事责任主体，应是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

性质规定为侵权责任。 过错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占重要地

位，是侵权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其基本形式是故意和过失。

虚假陈述赔偿案件中，不同义务主体的注意义务和过错内容

不同，归责原则也不同。第一，发行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

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发行人（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起着

决定性作用，它必须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

及时。各国法律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就其披露的信息

承担无过错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经理

在公司中处于重要地位，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其职务行为往



往起到决定作用，故证券法规定其对信息披露承担过错推定

责任，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方可免责

。第二，承销商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承销商直接参与了

证券的销售，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将

其置于民事责任之下，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如果其没有尽到

勤勉责任，或不能举证证明已尽到相当注意义务而没有过错

，其将被推定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中介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证券法对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从条文

上看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才

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但多数学者认为，对中介机构采用过错

责任，不利于其勤勉和恪尽职守，也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故应从过错推定责任来理解证券法的立法原意。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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