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论文《证券法》出台过程及重大意义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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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8_AE_BA_E6_c33_42330.htm 历时六载，经过人大五

次审议的有证券市场“蓝天法”之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于1998年岁末，在众人的企

盼中终于出台了。《证券法》的出台是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发

展的大事，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必将

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乃至中国经济

的发展与改革产生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作为《证券法

》从起草到制订、出台全过程的参与者，笔者将就《证券法

》出台的历程、《证券法》的主要特点和《证券法》出台后

对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重大意义等几个问题谈一下自己

的体会和看法。 《证券法》出台的历程 《证券法》的起草、

出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

，它是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壮大，以及企业改

革的逐步深化而逐渐成熟的。 1992年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

，在七月的人大会议上决定起草、制订《证券法》（最初称

《证券交易法》）。会议提出，要参照国外立法的经验，根

据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较为完善的《证券法

》，以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和发展。时任七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的万里同志说，像这样的法律，应该走群众路线，应该

更多地听听专家的意见。后来七届人大就委托专门委员会-财

经委员会起草《证券法》。财经委员会于1992年8月成立了以

厉以宁为组长的《证券法》起草小组。 《证券法》的出台前

后几经波折，一个原因是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人们对



证券市场的认识还不统一；另一个原因是理论界、实务界对

于《证券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归纳起来有以

下几个分歧： 1.《证券法》调整证券的对象，是取狭义还是

广义。一种意见是《证券法》只能调整股票和公司债，另一

种意见认为除了调整股票和公司债外，还应调整其他证券，

这样才能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目前，《证券法》规定股票

、公司债券和其他由国务院认定的其他债券；对于政府债券

、金融债券另做规定；对于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则持慎重

态度。 2.《证券法》调整的范围，是仅仅只规范交易市场还

是要对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都要作出规定。 3.我国证券的管

理体制问题，是实行分散管理还是集中管理，由中央领导还

是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目前已经明确规定对全国证券市场

实行集中统一监管。 4.关于开放场外交易市场的争论，也就

是证券交易场所的问题。 5.关于券商业务范围、分类及融资

的争论。此一争论颇受券商的关注。 6.是否单列对于投资基

金的规定。 7.银行业、证券业的分业问题。 8.关于上市公司

收购问题的规定。 围绕以上争论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研讨。

《证券法》的起草和出台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

“顺利进行”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是从1992年的8 月组织班子

开始，一直到1993年12月。这一阶段我们主要进行调查研究

，我们当时主要去了上海、深圳。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起

步，经验还很不足，我们参阅了国外的大量法律、法规，美

国、英国、韩国、日本，还有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大量

的法律法规，还参考了当时我国公布的一些法律和法规，很

快就拿出了最初的《证券法》的提纲，提出了当时的框架

。1992年的12月已经完成了三稿，并召开了“中国证券市场



发展研讨会”，1993年3月起草小组的所有成员到香港去征求

意见。1993年7月人大财经委组织召开“证券法难点问题高级

研讨会”，并于1993年8月提交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1993

年12 月向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了《关于证券法修改意见的汇

报》。 第二阶段为“激烈争论阶段”，第二阶段的争论要比

第一阶段更加白热化，这一阶段也是非常艰难之阶段。第二

阶段是从1994年1月到6月。这一阶段，对《证券法》的一系

列重大问题都展开了讨论与争论。1994年6月再次提交八届人

大八次会议审议。 第三阶段是“调查研究阶段”。主要

从1994年7月到1998年8月，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起草小

组主要是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各种研讨会讨论有关问题

，并对草稿进行了不断的修改。我们持有的态度是“不急于

出台”，宁可慢些，要出一个比较好的《证券法》。 第四阶

段是“重新启动，争取早日出台”阶段。第四阶段应该说

从1998年的8月开始，为什么提出来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因为

起草《证券法》是八届人大的任务，但八届人大没有完成。

九届人大认为应该把这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点，中国

证券市场正在走向成熟，很多问题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多数

人在重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第三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问题

。如果中国证券市场再没有法律的规范，那么金融风险、证

券市场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大。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是相当

之多，光靠行政法规是不能够规范这一点的，所以提出来

在1998年底出台。1998年10月人大财经委在香山召开了 “证

券立法国际研讨会”，为《证券法》提交审议作准备。1998

年10月，人大常委会再次审义《证券法》草案。同月举行了

《券商座谈会》，围绕着立法原则、券商融资、保证金帐户



分立、券商分类、监管分层、保护所有者权益等方面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11月，李鹏委员长专程到深圳进行立法调研，

考察了深交所和康佳集团并与有关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进

行了座谈。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就《证券法》的调整范围

、股票发行上市核准、新股发行、禁止国有企业炒作上市股

票、证交所的监管作用、证券公司的分业问题、规范交易行

为等条款作了补充和修改，最后终于在1998年12月29日颁布

，并规定将于1999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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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