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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8_AE_BA_E6_c33_41873.htm 一、中国证券市场的基

本状况 10年来，中国证券市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

针，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区性市场迅速发展

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全国性市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 1、上市公司数量增加、结构有所改善。截至2000年底，中

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088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3家

增加到955家，B股上市公司114家。2000年，经过科技部和科

学院认证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类企业发行上市，开始改变传

统产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上市公司结构也正在发生积极的变

化。境外上市公司52家，其中38家单独在香港上市，8家在香

港和纽约同时上市，3家在香港和伦敦同时上市，1家在香港

、纽约、伦敦同时上市，2家在纽约和新加坡上市。 2、市场

规模迅速扩大，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截止2000年底，我国

境内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3791.70亿股，市价总值达48090.9

亿元，相当于 GDP的57％。10年中，通过境内外证券市场累

计筹资近10000亿元。其中，2000年境内筹资1541亿元，加上

境外上市公司和红筹股筹资，我国上市公司当年筹资金

额32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0.3%.宝钢等特大型企业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顺利发行上市，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承受大盘股的

能力明显增强。中石化、中石油等特大国有企业海外路演、

和发行上市成功，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已经消除。 3、投资者开户数大量增加，机构投资者队伍逐



步壮大。截止2000年底，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801.1万户。其中

机构投资者28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40％。尽管散户投资者仍

占到开户数的99.5％，但机构投资者队伍在证券市场的影响正

在稳步扩大。一是证券投资基金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发展。

到目前为止，已设立基金管理公司10家，另有4家获准筹建，

发行封闭式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33只，总规模达560亿元。去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试点办法》，试点工作将在今年展开。二是证券公司的增资

扩股工作稳健推进。在清理整理证券公司的基础上，26家证

券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其中 13家成为我国首批综合类证券公

司。现有101家证券公司的资产总额5753亿元，比1999年

的3081亿元增长87％；净资本236.4亿元，比 1999年的24.6亿元

增长8.6倍。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情况看，2000年底，余额总

计3037亿元，比上年末的1642亿元增长127％。三是证券公司

与基金管理公司融资渠道得到解决。经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

民银行商定，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进入同业拆借市

场，债券回购市场，一部分证券公司还允许以股票作抵押向

商业银行进行质押贷款。四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

和上市公司获准有条件进入股票市场。五是保险资金通过证

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 4、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

，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初步建立。到2000年底，我

国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主要有：2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多件行政法规

和法规性文件，150多件部门规章。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

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

部门规章为主体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之同时，



根据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定和1998年 4月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

，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中国证监会在全国中心

城市设有9个证券监管办公室，2 个直属于中国证监会的办事

处，25个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并直接管理2家证券交易所

和3家期货交易所。 5、证券市场风险进一步化解，历史遗留

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中。从1998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市

场开展了五项清理整顿工作，即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

、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整顿和

规范期货市场、清理规范原有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期货

交易所由14家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 35个压缩到12个，179

家期货经纪公司完成增资和重组，69家证券公司完全归还了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由于各项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证券市场

的风险与隐患得到了有效化解和消除。与之同时，长期以来

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中。2000年4月，中国证监

会允许转配股在2年内分期分批上市流通。目前，已有128家

公司的29.85亿转配股上市流通，没有对市场造成大的冲击。

为我国进一步解决其他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

经历了从多头到统一、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到1992年5月，在国务院的

部署下，主要由上海、深圳市两地地方政府管理的阶段。

1981年7月，财政部重新发行国债，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起步。

接着，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企业开始以股票、债券的形

式集资，如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1986年，沈

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窗口交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营业部开始证券柜台交易

，有价证券转让市场恢复。1988年，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深

圳等七个城市进行国库存券上市交易试点，国库券交易市场

的形成。1990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分散的柜台

交易迅速转变为场内集中竞价交易。 在这一阶段，我国对证

券市场没有集中统一的管理，而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决策下，主要由上海、深圳市两地

地方政府管理。首先，证券发行与交易限于上海和深圳两市

试点，是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委员会等部门共同决策的。其次，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上海、深圳地方政府充当了主要管理者的角色，两地人民银

行分行相继出台了一些有关法规，对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进

行规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