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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8_AE_BA_E6_c33_42300.htm 我国《证券法》伴随着

证券市场的跌宕起伏和国人的牵肠挂肚，终于走出了立法圈

子，于1998年底出台了。我们在盛赞这部来之不易的法律的

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其立法指导思想上的缺憾。证券法立法

过程中理当贯穿“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指导思想，但纵观《

证券法》全部条款，很难看出发展与规范的有机结合，显而

易见的却是规范优于发展、规范代替发展。 这里讲的规范，

实际是指强化监管、加大限制；这里讲的发展则是指促进市

场进一步拓展、延伸。强调规范与监管，就意味着控制证券

发行、上市和市场主体的量；强调促进发展则意味着鼓励发

行与上市、鼓励主体入市。立法中侧重规范与监管，就需增

大强制性规范的比重，强化行政管理的主导作用；而侧重促

进发展，则需增大任意性规范的比重，注重政府指导与发挥

当事人积极主动性的双重作用。作为证券市场的基本法，证

券法应包括规范与发展、监管与促进两方面的内容，但《证

券法》却有所失衡。 在《证券法》所确立的六项原则（第2

条至第8条）中，除一项为民商活动“平等、自愿、有偿、诚

信”的准则外，其余五项均以监管为中心，包括“公开、公

平、公正”、“合法”、“分业经营、分业管理”、“集中

统一监管”、“监管与自律相结合”，其倾向性十分明显。 

在《证券法》的条款中，涉及规范与监管的量多且明确、具

体，涉及促进发展的量小且原则、含糊。规范方面，管理方

法多样化、管理程序细致化、处罚措施详尽化，另外如市场



进入的资格限定、监管机构的权限职责亦不厌其详，易解易

行；而发展方面，如发行核准制的实质、股票发行的条件等

均十分原则，证券自营商合法融资渠道、证券交易所的性质

地位、企业投资者参与交易等规定也语意不详、难以操作。

以至于有专家认为《证券法》的本质是一部管理法。对当前

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证券法亦采取回避态度。 出现立

法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是有一定原因的：近来证券市场连续出

现违法违规现象，使人产生形势严竣的感觉，提出了严厉监

管的要求；亚洲金融危机也催醒了人们的风险意识，使人们

对继续加快发展证券市场有所顾忌。但是千万不可因噎废食

，证券市场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及其重大作用世人有目共睹，

而且我国国有企业解困与发展，乃至经济改革与现代化建设

，对证券市场仍有着巨大的需求，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发展

与完善仍应成为证券市场的主题。虽然人们可以要求证券市

场规范发展、健康发展，但规范与发展都有自身的特征与规

律，规范不能代替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规范与发展的关

系，实质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就要加大规范力度

，严厉执法，适当减缓发展速度，必要时还得牺牲效率，力

求稳定；效率，则要加大发展速度与规模，营造发展的环境

，必要时要暂时的牺牲局部的公平，力求以最少的代价获得

最大的回报。公平与效率是冲突的，但也是可以协调的，其

有机结合有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二者的兼顾与融合，宽严

有度的规范与监管，本身对市场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表现

为阶段性有所侧重、并适时调整，尤其在我国证券市场正处

在发育成长的初级阶段，需要法律与政府加大鼓励与扶持的

力度，应侧重于发展，在进行必要的规范时，也应留有足够



的探索与发展的空间。 规范不可少，发展更重要。在发展中

规范，以成功的规范促进有效发展。当然，发展与规范的有

机结合在实践中仍是一大难题，但只要我们真正确立“发展

与规范并重”的指导思想，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找到

规范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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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