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论文：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应进一步明确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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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_88_B8_E8_AE_BA_E6_c33_42349.htm 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应

进一步明确 从我国证券监督管理体制的演变历史来看，大体

经历了四个阶段：一、1981-1985年的财政部独立管理阶段。

在这一阶段，证券形式主要是国库券，其发行主要由财政部

来组织和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摊派来实现，法律依据主要

是《国库券条例》。二、1986-1992年10月的中国人民银行主

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人民银行依其职能负有全面管理

股票与债券、管理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制定有关金融法规

和政策、制定金融规章制度的职责。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

，在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由八个部委共同参加的国务院股票

审批办公室。1992年6月，经批准又建立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

公室，加强了证券市场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三、1992年10

月-1998年8月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管阶段。1992年 10月，

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从实际情况来看，证券委在性质上主要是一

个协调机构，其实际对证券的监管职权主要由其下属机构中

国证监会来行使。四、1998年8月至今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管阶段。1998年8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及我国金融

体制改革过程中，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职能以及其他机构

在证券监督管理方面的职能全部划归中国证监会，由其统一

行使，从而确立了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督管理体制。 综观

证券法有关监管机构的规定，本人认为略显美中不足，现冒

昧进言，供大家参考。第一，证券法条文中并未明确指出“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到底指的是哪个机构，不过，根

据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及“三定”方案的精神，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似乎就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从证券法

的规定来看，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拥有相当于国务

院某个部委的行政职权，似为国务院的某个行政部门，但是

，目前中国证监会却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其职能与证券

法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政部门职能的精神不

相协调。 第二，在程序法意义上讲，证券法对于被监管者权

益的保护似显单薄，缺乏程序上规定，如没有规定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以及国家赔偿等内容。建议以适当形式增加这方

面的规定。 第三，在证券法立法过程中，如何加强对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的监督问题，也是审议中的焦点之一。对此，证

券法已有所体现。但是在实际上，人大监督、行政监督、舆

论监督（这三种监督形式证券法并未作相应规定）在具体操

作上均有其难度。建议国务院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予以规范

。 综上所述，建议国务院采取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确认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部门性质，改事业单位为行政部

门，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独立部委；二是另行组建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相比之下，

第一种方案最为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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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