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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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400.htm 自律管理在证券市场监

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所谓自律管理，也称自我管理，是

指行业中的企业按照一致的意愿，自行对各成员进行管理，

以促进行业的公平、有序发展。 自律管理不可替代的地位，

源之于相对政府监管，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特殊作用。一

般说来，自律性监管之所以行之有效，主要原因有四点： 首

先，自律管理与行政监管具有互补性；其次，自律管理具有

灵活性；再次，自律管理具有专业性。自律组织来自市场、

接近市场、了解市场，拥有直接的市场经验，并储备了大量

的专业人士，在自律管理中能够发挥专业优势；最后，实行

自律管理满足了证券市场监管的多层次性需要。 自律组织与

政府监管应该互为依存，相互补充 境外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

告诉我们，自律制度成功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监管和自

律管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互为依存，相互补充的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政府主导下的监管

模式和自律主导下的监管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基本趋势

是：出于证券市场监管及时性、有效性需要，自律组织和政

府机关在分工监管的基础上，相互协作和补充，自律管理和

政府监管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中，政府更多地作为法律的

执行者、政策的支持者、违法行为的查处者，而证券交易所

和其他自律组织更多地作为市场运作的组织者、市场秩序的

一线监管者、违规行为的发现者。 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的

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发展，已经初步建



立了自律管理体系，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职

能得到了重视，自律管理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挥。但整体

而言，我国证券市场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并处于转轨阶段

，市场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市场的监管也主要依

靠行政权力，监管体系缺乏层次性。与此相对应，在实际运

作中，自律管理机制和职能没有真正到位，实践中还存在一

些值得重视、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有在法律上，证券市场

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地位。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证券市

场监管，基本上是行政监管为主，自律监管未作系统性表述

。 在主体资格上，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组织独立性不够。由于

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情，现阶段，我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

协会都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相应地，证

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实行的自律管理，也经常被理解成政

府监管的延伸。 在职责分工上，自律管理与政府监管的权限

不够明晰。在对证券市场监管过程中，自律组织与证券行政

主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力边界不够清晰，职责分工和

监管机制还没有理顺，有的地方存在交叉或重叠，有的地方

出现了缺位或越位。此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作为自

律组织，二者分工和协作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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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