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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披露失真的成因、对策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信息披露

失真主要是证券市场法律不健全、股权结构不合理、信息不

对称,导致信息披露缺乏监督与制约,并针对成因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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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核心内容是证券发行公司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办理有关

发行审核手续,将其财务资料及其公司重大事件足以引起投资

人决策重视的情报公诸于众。其目的在于减少因信息的不完

全、不对称、不真实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并提高市

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失真行为普遍存在,

这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所经历的“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

展”的过程有关。 一、信息披露失真的原因 1.证券市场的法

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无法有效的监督和规范上市公司

的信息披露。我国在融资体制改革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验,在上海、深圳两地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成立证券交易所,

而当时的大部分上市企业是国有独资企业,未完成公司制和股

份制改造,加之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证券市场处于培育

阶段,企业仍延用以前国企的老一套办法运作,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信息披露失真。经过几年的探索,目前我国也出台了一些

行政法规,如《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但从

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仍有一些缺陷:(1)法规出台严重滞后于

实践的发展,立法大都被动、消极的“堵窟窿”,缺乏前瞻性和

预见性.(2)法律、法规条文笼统粗糙,缺乏可操作性.(3)我国现



行的会计准则有不少漏洞,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2.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信息的不

对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大多数是国企改制而上市的,国家作

为出资人,持有绝对控股权,造成了“一股独大”的现象。这种

股权结构势必造成大小股东群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大股东往往

利用掌握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鲸吞小股东利益,而小股东作

为弱势群体则只能跟风,最终导致利益受损。此外,我国上市公

司中的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使其失去在二级市场流

通合法获利的机会,往往利用内幕消息或制造虚假信息,配合庄

家炒作本公司的股票,从而获取利益。 3.重融资、轻改制,导致

缺乏监督与制约。对于很多国有企业来说,获得上市资格便是

终极目标,意味着融资渠道建成,有了“圈钱”的资格。而对于

上市前承诺的“五独立”、“完整”等改制工作不大重视,往

往会造成公司内部和外部社会监督不完善,形成了上市公司“

一年赚、二年平、三年亏”的怪圈,同时也导致了信息披露的

失真和虚假。 二、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对策 1.尽

快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出台与其配套的实施

细则,便于规范和操作。如把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融资条例法

规和做法全方位引进,借以杜绝信息失真和虐假现象的发生。

2.完善上市公司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于投资者和经营

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失真,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诉诸于

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安排。完善的法人结构应通过权力

分配、权力制衡和信息披露等机制,促使经营管理层释放信息,

均衡信息分布。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是股权分散,消除“一股

独大”带来的弊端,增加中小股东的比例,形成上市公司内外部

完整的监督体系。 3.加大监管力度。主要是确保会计信息、



重大投资项目和重大诉讼案件等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加强管理层对信息编报权的约束。可尝试由监管部门采取竞

标方式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所需资金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来解

决,把监督权、审计权、资金使用权相分离,确保信息披露的真

实和完整,避免“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现象的发生。此外还可

采用审计轮换制和审计报告终身负责制作为补充。 4.对上市

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可实行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等制度,对

独立董事和经营者的诚信分为等级,建立数据库,便于社会监督

。 5.提高投资者综合素质,完善投资者结构,提倡理性投资理念

。通过提高投资者综合素质,增强其辩别真假信息的能力,使虚

假信息失去市场,进而增强市场的整体风险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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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