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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3_E4_BA_8E_E6_c122_485306.htm 新年伊始，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四部委就联

合下发了《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这是继国务院办公厅于2006年12月下发《

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国办99号文件”）后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的又一重要法律规范文件，必将成为打击违法、惩治犯罪的

强有力武器。 一、《通知》明确了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法律适

用问题，对今后办理证券案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通知

》共分三部分，第二部分是其核心内容，主要涉及相关政策

法律界定，明确了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 1、非上市公众公司（即公开发行股票但不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或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东

向社会公众擅自转让股票行为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不

法分子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批准

等虚假信息，以转让股份的面目出现，通过中介机构以各种

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销售所谓“原始股”。这明显违反《证

券法》第10条的规定。国办99号文件也明确规定：“严禁任

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

。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

，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严禁变相公开发行股票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为非公开

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股权转让，不得采用广告、公告



、广播、电话、传真、信函、推介会、说明会、网络、短信

、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严

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

股票。”，国办99号文件首次确立了非上市公众公司转让股

票的政策界限，与《证券法》一起共同构筑了对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和转让股票的法律监管体系。此次《通

知》又明确规定：“公司、公司股东违反上述规定，擅自向

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应当追究其擅自发行股票的责任。公司

与其股东合谋，实施上述行为的，公司与其股东共同承担责

任”，这样对擅自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和擅自发行股票的关

系给出了明确和最终答案，在国办99号文件解决了非上市公

司发行、转让股票的政策界限后，又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责任

问题，符合“有违法行为必有责任承担”的基本法理，也为

将来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国办99号文

件的要求，制定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管理规定奠定了制度

基础。 2、非法证券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 第一，《通知》

首次确立了对非法证券行为的认定机制。 《通知》规定：“

非法证券活动是否涉嫌犯罪，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认定。

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认为需要有关行政主管机关进行性质认

定的，行政主管机关应当出具认定意见。对因案情复杂、意

见分歧，需要进行协调的，协调小组应当根据办案部门的要

求，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研究解决”，这样的规定符合《宪法

》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所赋予公安、司法机关的

法定职责。同时，非法证券行为因证券活动的专业性、复杂

性，必要情况下尚需证券监管部门等行政机关作出专业认定

意见，也属于《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相关行政部门的职



权范围；如案情复杂，意见分歧的，可由协调小组组织研究

解决，这保证了执法的严肃性，符合《刑法》、《刑事诉讼

法》所要求的“准确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 第二，《通知

》明确了对各类涉嫌犯罪的非法证券活动的法律适用。例如

擅自发行证券的，根据犯罪事实，依照刑法分别追究擅自发

行股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未经批准

经营证券业务，涉嫌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非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共谋擅自发行股票，构成犯罪的，以

擅自发行股票罪的共犯论处；未构成犯罪的，依照《证券法

》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3、新《证券法》的溯

及力问题。 从执法实践看，相当一部分非法证券活动发生在

新《证券法》于2006年1月1日实施之前，一些当事人以新《

证券法》没有溯及力为由提出抗辩。鉴于原《证券法》同样

规定严禁擅自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通知》明确

指出，新旧《证券法》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在修订后的

《证券法》实施之前发生的擅自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

务行为，也应予以追究，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这样就

解决了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溯及力问题。 4、非法证券活动

受害人的民事救济途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4日

发布了《关于中止审理、中止执行涉及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经

济纠纷案件的通知》（法[1998]145号），要求各级法院不受

理涉及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的各类经济纠纷，使得目前涉及非

法证券活动的受害人如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挽回损失将遇到

制度性障碍。《通知》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明确规定：“

如果非法证券活动仅是一般违法行为而没有构成犯罪，当事

人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



序请求赔偿”。 二、近年来，一系列证券监管法律文件的陆

续出台，一系列证券违法案件的被查处，标志着证券监管部

门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监管职能不断加强，《通知》的出

台又为今后打击非法证券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撑。 1、

国家为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不断出台新举措，打击力度不断加

大。 2006年1月1日实施的修订后的《证券法》，对非法发行

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做出进一步明确规定，加大了证券

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了违法犯罪的成本，同

时明确了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职责。为进一步细

化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职责权限，明确相关政策界限

，提高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威力和成效，国务院办公厅

于2006年12月下发了国办99号文件。针对工作实际中遇到的

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整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

组工作制度的批复》，成立了整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

以下简称“协调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证监会等部门参加，各成员单位主动研究解决

问题，认真履行职责。在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中，从预防、发

现、性质认定，到案件查处、责任追究、善后处理等环节做

出详细规定，形成了联合打击的合力，为有力推进打击非法

证券活动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过去一年里，证券监管系

统全年共收到涉及非法证券活动的各类来信、来访1400余件

，并将其中366件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一批大案要案

进入司法程序，证监会协助公安部督办的8起重点案件均已侦

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中4起已经法院一审判

决。目前，8起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取缔非法中介机

构19家。 2、从《通知》的发文形式看，证监会与公、检、法



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联合发文，这是监管部门与公安、司法

机关协作配合的有益尝试，也为今后相关部门及时、高效地

打击资本市场各类新型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新模式。 3、

随着《通知》的出台，可以预见近期将会有一批涉及非法证

券活动的大案要案进入司法程序，一批犯罪分子将会受到应

有的惩处。据不完全统计，非法证券活动中90%以上都涉嫌

犯罪，而从目前各地查处情况看，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只占很小一部分。政策法律不明晰、适用标准不一致是导致

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从重从快地审理一批大案要

案，才能震慑住犯罪分子，遏制住非法证券活动的蔓延势头

。 《通知》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这

一资本市场法治追求的终极目的，这对将来各项证券法律法

规的完善，对各类证券类案件的正确办理都将带来积极的推

动作用。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陶雨生 武峰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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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