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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十分严重，这是导

致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像 “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 《证券法》
不仅在第６３条等条款中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必须承担的 “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义务，而

且分别在第６９条、第１９３条和第２３１条中规定了违反这一义务时相关责任人必须承担的民事赔偿责

任、行政处罚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什么在我国有如此严格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依然会不断发布

虚假信息呢？这是本文探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从分析上述法律条款的适用状况入手探求上述问题的

答案，因为即使最完善的法律条款，如果未能切实实施，也是水中月。文章首先界定了虚假陈述的概

念，并从义务和责任两个方面分析了 《证券法》中相关的法律条款，然后，结合有关实证调查的结果

和法律规定，分别探究了这些法律条款在我国的适用状况，最后剖析了产生此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并提

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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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沪深交易所正式运营至今已有２４年，中

国证 券 市 场 从 无 到 有、从 小 到 大，成 长 为 拥 有

２　６００多家上市公司，市值超过３６万亿元的全球

第二大证券 市 场。［１］证 券 市 场 不 仅 成 为 众 多 中 国

公司的融资场所，而且是数以亿计的投资者进行

投资的场所。因此，证券市场的规范、稳定发展

不仅关系到众 多 上 市 公 司 和 数 亿 投 资 者 的 利 益，
更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２０１５
年６月份发生的股市暴跌也证明了这一点。确保

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是

相关的公司必须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重要信

息，这也是中国 《证 券 法》 （２００５）① 采 取 的 一

项重要措施。该法不仅规定了上市公司及其发行

人的这一信息披露义务，而且明确规定了在披露

虚假信息时，它们必须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和行政处罚责任。此外，这种责任并不仅仅限于

发行人、上市公司，而且同样适用于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这些法律条款在中

国的适用状 况 如 何 呢？这 是 一 个 涉 及 上 市 公 司、
广大投 资 者 利 益 保 护 的 重 要 问 题，因 而 值 得 研

究。本文将从虚假陈述概念的界定及其相关的法

律条款、这些条款的适用状况、导致此种适用状

况的原因三 个 方 面 来 探 究 这 一 问 题。限 于 篇 幅，
本文研究仅限于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公司或董事

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的前提条件、公司责任和董

事责任的相互关系等等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虽然

也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本文的探究对象。

一、虚假陈述的概念及其相关的

法律条款

（一）虚假信息的定义

虚假信 息 又 称 “虚 假 陈 述”。何 为 虚 假 信 息

呢？《证券法》对这一概念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义，
但最高 人 民 法 院 于２００３年 颁 布 的 司 法 解 释 即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 审 理 证 券 市 场 因 虚 假 陈 述 引

发的民事赔偿 案 件 的 若 干 规 定》第１７条 却 对 此

有明确的界定，据此，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

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②做出违背事实

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

时发生重 大 遗 漏、不 正 当 披 露 信 息 的 行 为”。在

这一 原 则 性 定 义 的 基 础 上，该 条 又 对 “虚 假 记

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 “不正当披

露”分别进行了界定。据此， “虚假记载”是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

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 “误导性陈

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或者

通过媒体，做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

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 “重大遗漏”是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

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不正当披露”

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

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２］

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披露虚假信息仅仅限

于法定信息披露义务承担者所披露的违背事实真

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

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非上述

义务承担者也可能会编制并披露一些有关上市公

司的重要信息，但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有关披露虚假信息的法律条款

那么，对于上市公司进行披露虚假信息的行

为中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中国 《证券法》从

义务和责任两个方面对此做了规定。

第一，违反其承担的 “真实、准确、完整地

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 《证 券 法》第６３条 规 定 上 市 公 司 “依

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在 确 定 这

一原则的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该法针对发行

证券时和发行证券后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信息披露

义务。在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时，发行人和上

市公司应该公告招股说明书，若为增发新股或者

公司 债 券 的，还 应 当 公 告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第６４
条）。在证券发行后，上市公司承担着持续披露相

关信息的义务，即它必须每年公布季度报告、中

—１０１—

①

②

《证券法》已经于２０１４年进行 了 修 订。由 于 本 文 讨 论 的 案 件 均 发 生 在２０１４年 以 前，所 以，除 非 本 文 特 别 标

明，文中引用的 《证券法》均指２００５年修订的 《证券法》。

有关 “重大事件”的定义参见 《证券法》第５９条、第６０条、第６１条、第６２条、第７２条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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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报告 （第６５条）、年 度 报 告 （第６６条）；在 发

生重大事项时，还应该公布临时报告 （第６７条）。
无论是 公 司 公 布 的 招 股 说 明 书，还 是 临 时 报 告、
中期报告或年度报告等，均属于第６３条意义上的

信息，它们均必须 “真实、准确、完整，不 得 有

虚假记载、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由 此 可

见，上市公司承担着公布真实信息的义务。如果

公司公布了虚假信息，这不仅违反了其承担的义

务，同时也违反了 《证券法》的强制性规定。
第二，规定了披露虚假信息时应该承担的法

律责任。
由于公布虚假信息违反了上市公司承担的法

定义务，违反了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披露义务承

担者自 然 应 该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 任。根 据 中 国

《证券 法》的 规 定，相 关 的 上 市 公 司、发 行 人、
公司董事等主要应该承担以下几方面的责任：

其一，民事赔偿责任。《证券法》第６９条明

确规定了这一责任。据此，如果上市公司披露的

信息 中 有 “虚 假 记 载、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

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

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 际 控 制 人 有 过 错 的，应 当 与 发 行 人、
上市公司 承 担 连 带 赔 偿 责 任”。可 见，在 公 司 发

布虚假信息时，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主要

的赔偿责任，在必要时，发行人以及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其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必须与其公司一起对受到损失的投资者承

担连带的赔偿责任，除非他能证明他对虚假信息

的公布没有过错。
其二，行政罚款责任。《证券法》第１９３条还

从两个方面规定了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他相关

人员的行政责任。一方面，如果发行人、上市公

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

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

万 元 以 上 三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第１９３条 第１
款）；另一方面，如果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

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

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２款）。根据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８年在深圳市深信泰丰股份

有限公司案件中所作出的判决，董事 属 于 第１９３
条意义上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因而 在 具 备 适 用 条 件 的 情 况 下，必 须

缴纳罚款。［３］

其三，刑事责任。 《证 券 法》第２３１条 明 确

规定了这一责任。据此，如果违反证券法规定的

行为构成了犯罪，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是一种违反 《证
券法》强制性规定的非法行为，不仅相关的发行

人、上市公司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处罚责

任，而且其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也必须承担补充的

连带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上述法律条款在中国的适用状况

《证券法》的 上 述 条 款 尤 其 是 追 究 相 关 当 事

人法律责任的条款在中国的适用状况如何呢？究

竟有多少上市公司、发行人及其董事因为公司发

布虚假信息而被追究法律责任呢？它们又分别被

追究了民事法律责任、行政罚款责任还是刑事法

律责任呢？因为信息来源有限，要十分准确地回

答这些问题非常困难。下文主要以香港中文大学

黄辉教 授 公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为 依 据 对 中 国 《证 券

法》有关规范披露虚假信息的责任条款的适用状

况做一简要分析。①

—２０１—

① 尽管最近几年来中国法院已经在法院网上公布了其所做的大部分判 决，但 由 于 其 设 置 的 查 询 方 法 不 科 学，除

非查询者知道具体的案号，通过关键词寻找相关的判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香港的黄辉副教授克服重重困难，

对２００２年初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十年期间中国大陆法院受理的披露虚假信息案和中国证监会因此作出行政处罚 的 案 件 进 行

了大致的统计。统计数据或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 《证券法》上述责任条款的适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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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法院适用 《证券法》第６９条追究

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

如表１所示，在十年期间，中国法院总 共 才

审理了６５起基于虚假信息披露而提 出 的 民 事 损

害赔偿案，其中２００２年为零，此后，每 年 约 受

理７起 左 右，最 低 的 为２００５年 和２００７年，分

别为５起，最多为２０１１年，为１０起。这 表 明：
在上述十年期间，全中国的法院总 共 在６５起 案

件中适用 《证券法》第６９条规定追 究 了 上 市 公

司和 发 行 人 的 民 事 赔 偿 责 任。应 该 指 出 的 是：
在所有这些 民 事 赔 偿 案 件 中，被 告 均 为 相 关 的

上市公司 及 其 发 行 人 和 董 事 及 其 他 高 级 管 理 人

员，但法院最终判决上市公司和发行人承担连带

的赔偿责任。尽管根据 《证券法》（２００５）第６９
条规定，被告公司的董事也应该承担民事连带赔

偿责任，但 笔 者 未 查 到 做 出 如 此 决 定 的 法 院 判

决。但在一些案件中，法院也对董事做出了罚款

的决定。

表１ 由上市公司投资者因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而提起的、法院受理的民事赔偿案件［４］

年度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数量 ０ ７　 ７　 ５　 ９　 ５　 ６　 ９　 ７　 １０

从上 述 数 据 中，我 们 是 否 可 以 推 断：在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１年的十年期间在中国是否真的仅

仅发生６５起 上 市 公 司 虚 假 披 露 信 息 案 呢？答 案

应该是 否 定 的。以 下 三 方 面 的 理 由 说 明 了 这

一点。
第一，根 据 上 述 统 计，２００２年 中 国 法 院 没

有受理一起因为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而提起的

民事损害赔偿案。但这并不表明：在这一年甚至

在此前 的 年 份 中，中 国 的 上 市 公 司 均 是 守 法 模

范，它们发 布 的 信 息 均 是 真 实、准 确、完 整 的。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上市公布发布虚假信息的事

件时常发生，也有许多投资者将上市公司及其董

事告上法院，要求他们赔偿其因为相信其虚假信

息而遭受的 损 失，但 在 当 时 法 院 均 持 拒 绝 态 度，
理由是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当时中国尽管

已经颁布了 《公司法》（１９９９），但该法对此没有

规定。《证券法》（１９９８）第１７７条仅仅规定了相

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没有规定它

们的民 事 赔 偿 责 任。① 直 到２００３年，最 高 人 民

法院颁布了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

的民事赔偿案件 的 若 干 规 定》，中 国 法 院 才 开 始

受理此类因披露虚假信息行为而引起的民事损害

赔偿之诉。

第二，根 据 同 一 学 者 所 做 的 统 计，在２００２
年至２０１１年 十 年 期 间，因 为 有 关 的 上 市 公 司 发

布虚假信息，并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害，中国证

监会共在１９２起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和高

管做 出 了 行 政 处 罚。［４］（Ｐ９６７，９７２）而 该１９２起 案 件 均

符合了 《证券法》第６９条 和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颁 布

的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

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３）规定的提起民事损

害赔 偿 的 条 件。② 而 事 实 上，如 上 所 述，在 该

１９２起案件 中，投 资 者 仅 仅 在 其 中 的６５起 案 件

中，向上市公司提起了民事赔偿之诉。

第三，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向上市公司提起

了损害赔偿 之 诉。即 使 在 表 中 所 列 的６５起 案 件

中，仅 仅 约 有１０　０００名 股 东 根 据 《证 券 法》

（２００５）的规 定 向 公 司 提 起 的 损 害 赔 偿 请 求，这

仅仅占符合索赔条件的股东总数的５％。［４］（Ｐ９６７，９７２）

这表明：绝大多数股东放弃了其向上市公司提起

损害赔偿的权利。如果这些股东也运用法律的武

器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法院受理的虚假信息

披露案的数量会更多。

根据上文 分 析，我 们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证券法》第６９条的适用状况并不十分理想，因

—３０１—

①

②

《证券法》第１７７条：依照本法规定，经核准上市交易的证券，其发行人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

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发行人处以三十万元 以 上 六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和 其 他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给 予 警 告，并 处 以 三 万 元 以 上 三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前款发行人未按期公告其上市文件或者报送有关报告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 责 令

改正，对发行人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详见下文 “（二）”部分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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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相当数量的案件中，已经具备了适用该条的

条件，但基于各种原因，很多投资者没有提起损

害赔偿之诉，或者提起后没有被法院受理。在这

种情况下，上 市 公 司 的 非 法 行 为 没 有 得 到 惩 戒，
受损的投资者没有得到补偿。

（二）中 国 证 监 会 适 用 《证 券 法》第１９３条

追究行政责任的案件

与数量有限的追究董事民事赔偿责任案件相

比，在中 国 存 在 着 大 量 的 由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根 据

《证券法》第１９３条 规 定 处 罚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董 事

的案件。根据有关实证调查，在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１
年十年期间，因 为 有 关 上 市 公 司 发 布 虚 假 信 息，
并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害，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

司及其董事共做出了１９２件行政处罚决定。如表

２所示，２００２年中国证监会做出行政处罚的案件

较 少，只 有７件，最 多 的 为２００４年，共 有３１
件，其余年份 的 处 罚 数 量 比 较 平 均，约 在２０件

上下波动。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不仅涉及披露虚假

信息的上市公司，而且涉及该公司的董事等主要

负责人。例如，在２００１年 的 郑 百 文 一 案 中，中

国证监会对 “郑百文股份公司”处以警告，并罚

款２００万元；对 该 公 司 董 事 长 李 某 处 以 罚 款３０
万元；对 “郑百文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卢某

处以罚款２０万元；对其他十位董事分别处以１０
万元的罚款。［５］在２００６年证监会做出处罚的科龙

电器案中，科 龙 电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被 罚 款６０万

元；该公 司 董 事 长 顾 某 受 到 警 告 处 分，并 处 以

３０万元罚款，同时禁止顾某终生进入证券市场；
对刘某和严某等原公司高管分别给予警告，并分

别处以２０万至５万元数额不等的罚款。［６］

表２ 中国证监会做出的行政处罚案件［４］（Ｐ９６７，９７３）

年度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数量 ７　 １６　 ３１　 １４　 ２４　 ２１　 ２０　 ２２　 １８　 １９

那么，在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１年期间，中国证监

会是否仅仅在表中所列的１９２起案件中因上市公

司披露虚假信息而做出行政处罚呢？答案同样是

否定的。实际上，中国证监会做出此类行政处罚

的案件数量应该远远高于上述１９２件。以下两方

面的理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表２仅仅调查统计了证监会查处的案

件中那些符合提起民事赔偿之诉的案件。根据其

调查，该１９２件 是 同 时 符 合 《证 券 法》第６９条

结合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

赔偿案件的若 干 规 定》第６条 规 定 的 起 诉 条 件，
即相关投资者可以据此向上市公司、发行人和董

事等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提 起 损 害 赔 偿 之 诉 的 案

件。［４］（Ｐ９６７，９７２）这表 明：中 国 证 监 会 作 出 行 政 处 罚

的案件应该大于１９２起。因为，有些案件如果仅

仅具备适用 《证券法》第１９３条的要件，而不具

备适用 《证 券 法》第６９条 规 定 的 要 件，那 么，

便只能由证监会做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不能提起

民事赔偿之诉。

第二，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期 间 证 监 会 做 出 行

政处 罚 的 案 件 数 量 也 表 明 了 这 一 点。在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８年 期 间，证 监 会 一 共 做 出２１０件 行 政

处罚决定，其中９０件决定针对９０家上市公司的

虚假陈述行为做出处罚，７３８名董事也因此得到

相应的行 政 处 罚。其 中，仅 有６０名 董 事 因 对 证

监会的处罚存有异议并提起行政复议。而董事不

服证监会处罚进而向法院起诉的案件更少，只有

３例。其中１例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程序瑕

疵为由驳回起诉，在其他２起案件中法院均支持

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３］

（三）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到目前为止，基于各种原因，中国还没有有

关上市公司董事因披露虚假信息而被追究刑事责

任的 统 计 数 据。但 这 样 的 案 件 还 是 有 的。在

２００２年 “银 广 夏”一 案 中，该 公 司 的 董 事 长 兼

财务总监董某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１０万 元。该 公 司 的

副董事长兼总裁李某、董事兼总会计师丁某、副

董事长兼 总 经 理 阎 某 被 判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零 六 个

月，并处罚金３万元至８万元；［７］在２００３年审结

的东方电子案中，由于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虚构经营业绩获得上市资格，同样，又通过不

断发布 虚 假 信 息，使 得 该 公 司 股 票 价 格 不 断 上

涨，成为当 时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
年期间的 “大牛股”、 “绩优股”。这些虚假信息

被披露以后，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人因重大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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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造假的犯罪事实而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至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２．５万～５万元。［８］与民事责

任和行政处罚相比，董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不是很多。
（四）小结

由上可见，尽管中国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

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十分严重，但追究上

市公司、发行人和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责

任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处罚方式，追究上市公司

和发行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对投资者进行救济的

主要途径，而追究董事的刑事责任则是一种辅助

性的处罚手段。比较而言，民事救济方式无论是

在适用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均远远不及行政处

罚方式。

三、行政处罚多于追究民事责任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中国对披露虚

假信息的行政处罚案件数量远远多于追究民事赔

偿责任的案件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
（一）前置程序的妨碍作用

２００３年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颁 布 的 《关 于 审 理 证

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第６条为对董事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设置

了前置程序。据此，如果股东 “以自己受到虚假

陈述侵害为由”向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提起损害赔

偿之诉，只有在有关机关已经就该行为对相关公

司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已经就此

做出 “刑 事 裁 判 文 书”时，人 民 法 院 应 当 受

理。［２］换句话 说，如 果 主 管 行 政 机 关 没 有 对 某 一

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做出处罚，或者法

院没有对此做出刑事判决，即使该公司发布虚假

信息的行为属实，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

益，股东也因此向法院提起了损害赔偿之诉，法

院也不能受理相关投资者的起诉。由此看来，最

高人民法院设置的上述前置程序应该对中国法院

仅仅审理了比较少的民事赔偿案件现象的产生起

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客观地分析，前置程序的限制作用还

是有 一 定 限 度 的，因 为 根 据 学 者 的 调 查：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期间，中国证监会查出 的 案 件 中，

有１９２件符合 提 起 民 事 赔 偿 责 任 的 条 件。［４］而 如

上所述，仅仅 在 其 中 的６５起 案 件 中 相 关 股 东 提

起民事 损 害 赔 偿 之 诉，仅 占３５．９％。这 表 明 除

了前置程序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股东向公司

和董事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的积极性。
（二）法院消极态度的影响

中国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国法院在受理虚假

信息案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中国民事诉讼案件数

量不多 的 主 要 原 因。［４］（Ｐ９６７，９７７）［９］这 一 观 点 是 成 立

的，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表明了这一点：
首先，立案难。到去年为止，中国法院对证

券民事诉 讼 案 件 的 立 案 申 请 采 取 消 极 抵 制 的 态

度，这主要体现在法院在处理此类立案申请过程

中设置重重障碍，从而大大加大了当事人立案的

难度。比如，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仅仅规定，就

同一案由对同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提起的损害赔

偿责任必须在 “三个月”内提起，在开放立案两

周以后，又以刑事诉讼正在进行为由宣布暂缓立

案，直到该案诉讼时效届满前一个月才又一次开

启立案程序。［９］在 另 一 起 案 件 中，法 院 则 为 参 与

共同诉讼的人数设置上限。总之，法院会寻找各

种理由拖延立案，甚至拒绝立案。［４］（Ｐ９６７，９７７）

其次，审理难。即使在成功立案以后，审理

过程也十分漫长、艰难。在立案以后，法院通常

的一种 做 法 为 “分 别 立 案、集 中 审 理、分 别 判

决、合并执 行”。举 例 来 说，在 广 东 省 佛 山 法 院

审理的 “佛山照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

件”中，首批提起诉讼的股东共有９２６位，法院

对该９２６位股东的索赔起诉分别予以立案；分别

成功立案后，法院再将该９２６个索赔案予以合并

审理。在审理结束时，又对９２６个股东的诉求分

别做出判决；但在申请执行时，法院又予以合并

执行。［１０］广 州 某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的 “五 粮 液”

案［１０］、青岛中院 审 理 的 东 方 电 子 案［１１］等 均 采 用

此种做法。法院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将审理期限拖

得十分漫长。根据中国 《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９条

的规定，民事审理程序的一般期限为６个月，即

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６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

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６个

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但

根据统计，中国披露虚假信息案件的平均审理时

间为４０５．１天，少数案件长达５年之久。［４］（Ｐ９６７，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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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执 行 难。投 资 者 经 过 数 年 的 苦 苦 等

待，法院终于做出了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应该赔付

的判决以后，在部分案件中，判决也由于各种原

因难以得到彻底的执行。在大庆联谊案中就是如

此，尽管法院做出了赔偿的判决，但是由于被告

公司破产，相当部分投资者的求偿请求没有得到

彻底满足。［９］

（三）小结

可见，导致在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时追究

行政处罚责任的案件远远多于民事赔偿之诉的主

要原因有两个，即最高人民法院为民事救济程序

设置的 前 置 程 序 和 中 国 法 院 的 消 极 态 度。事 实

上，无论 是 前 置 程 序 还 是 法 院 的 消 极 态 度 均 表

明：法院不是 很 乐 意 审 理 这 种 虚 假 信 息 披 露 案。
那么，为什么中国法院不是很乐意受理此种案件

呢？这一方面与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案件的特

征有着密切的联系，此类案件的一个重大的特征

是：涉及的当事人尤其原告当事人众多，案情复

杂。以上文提及的东方电子案为例，该案涉及中

国二十多 个 省、市、自 治 区 的６　９８９名 原 告。［１１］

另一方面，它与中国法院承担的维稳任务也有着

紧密的关系。无 论 是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于２００７年 颁

布的 《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还是２０１０年

颁 布 的 《关 于 进 一 步 贯 彻 “调 解 优 先、调 判 结

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均规定： “促进和发

展和谐社会是我国法院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

和政治责 任”。根 据 这 些 规 定，法 院 还 必 须 对 其

判决负责，如果有人因为对法院的判决不满而发

生不稳定事 件，主 审 法 官 和 法 院 必 须 对 此 负 责。
上市公司 的 虚 假 信 息 披 露 案 涉 及 的 原 告 人 数 众

多，如果这些原告对判决不满而进行上访，这对

相关的主审法官和法院均有严重的不利影响。既

然如此，法院自然设法拒绝受理相关的案件，在

无法拒绝时，就设法拖延审理期限，磨掉当事人

的耐心。所以，法院对受理该类案件的消极态度

也是事出有因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发

布虚假信息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件时常发生，这

应该是造成中国证券市场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

因。而过分依赖行政处罚手段、限制民事赔偿诉

讼途径的采用，是造成披露虚假信息的非法行为

屡禁不止的一个根本原因。虽然行政处罚对披露

虚假信息的上市公司、发行人及其董事等高级管

理人员 有 一 定 的 惩 戒 作 用，但 从 中 获 益 的 是 国

家，因为无论是公司缴纳的罚款，还是董事交付

的罚金，最终都上交了国库。而且，过分依赖行

政处罚手段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机会，处罚

哪家上市公司、处罚多少，全在主管机构、主办

人员的一念之间。而民事赔偿诉讼应该能够成为

遏制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的有效途径。它一方

面可以节省国家主管部门为行使行政处罚权而必

须支出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同样能够

起到惩罚上 市 公 司 非 法 行 为 的 效 果，再 一 方 面，
广大投资者也能获得相应的补偿。所以，笔者建

议我们应该鼓励广大投资者对相关的上市公司提

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不

仅应该取消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

的民事 赔 偿 案 件 的 若 干 规 定》中 规 定 的 前 置 程

序，而且应该取消中国法院承担的维稳任务。维

稳并不是通过为法院规定的硬性维稳任务便能实

现的。在实际上，中国的法院如果能够受理每一

件其应该受理的案件，而且在每一起案件中，均

能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解决相应的纠纷，它便

能在客观上起到维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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