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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依托第四届中小投资者

服务论坛开展了征文工作,围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论坛主

题向社会各界征稿,并评选确定获奖作品。 本辑分为 3 个栏目,共收录 14 篇文章,其

中包含 11 篇获奖征文和 3 篇优秀投稿作品。

【政策解读】收录 1 篇文章

王蕊、辛烨的《〈证券法〉(2019 年修订)实施背景下上市公司董监高法律责任探

讨》一文认为,由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2020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证券法》对董

监高法律责任的加重,随之而来的是监管政策的收紧,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董监高开

出的多张罚单,给上市公司董监高敲响了警钟。 在此背景下,文章结合相关规定及近

期监管部门的处罚案例对董监高如何正确履职、防范风险进行探讨。

【理论探究】收录 3 篇文章

傅福兴、朱力的《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信用报告的规则构建———基于对期货业

协会自律管理的研究》一文认为,当前我国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迅速,但相应

规范制度尚待完善。 基于我国期货市场“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参考国际期货市场

自律管理的模式,在我国,由期货业协会以自律规则的形式构建针对期货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的信用报告制度是恰当且必要的。 信用报告可在稳定性、发展性、专业性及合

规性等四个维度对期货公司进行深入的评价,督促期货公司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

过程中积极履行信义义务,以期推动我国期货业市场的有序发展。

李正威、张银旗、唐剑萍的《基于 ESG 评级的投资策略研究》一文通过构建 ESG

评级体系,以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以及综合 ESG

等方面进行评分,并构建相应的 ESG 因子投资策略。 实证发现,环境因子能整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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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额收益;而社会和公司治理因子只能在部分时间段获得超额收益,但在整体上不

能获得超额收益。 当 E、S 和 G 按照 5 ∶ 1 ∶ 4 加权成 ESG 指标时,策略能在有效降低

最大回撤率的基础上,同时较稳定地获得超额收益,说明在进行 ESG 投资时,应更多

地关注环境与公司治理。

樊梦燕的《控股股东的法律规制优化研究》一文认为,应当围绕控股股东的“权”

与“责”构建完备的法律规制体系,一方面,重思公司共同决议制度,将控股股东能够

单独形成决议明确为一项法定权利;另一方面,明确控股股东负有信义义务,在违反

信义义务时承担相应的违信责任,从而促使控股股东充分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应有

的积极作用。

【市场实务】收录 10 篇文章

刘磊的《首例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药业案的几点思考》一文对 2019 年修订的《证

券法》及配套规则等涉及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制度进行了介绍,对首例特别代表人诉讼

案件过程进行了完整的回顾,对案件各参与单位的工作成效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案

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法律空白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讨,并提出完善特别代

表人诉讼制度的相关意见建议。

薛恒的《论重整投资人遴选权的配置———基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100 份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的考察》一文认为,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

100 份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显示,管理人作为招募主体具有唯一性,投资人选任模式

及选任主体具备多元化特征。 招募权的归属应当区分债务人是采“管理人管理”模

式,还是采“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 对于前者,招募权配置给管理人自无疑义;对于

后者,则应当肯定债务人的招募主体地位。 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应将选任权配置给由

债权人代表、职工代表、政府代表、债务人出资人、有关行业专家等组成的专门选任委

员会。

陶钧的《提名委员会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和建议———从董事提名角

度》一文从董事提名角度入手,立足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和交易规则以及域外相关制度与董事提名的运作过程,分析了提名委员会对上市公

司治理的影响,总结、权衡了我国上市公司提名委员会运作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和其他

学者的解决建议,并提出了针对提名委员会的重构思路。

张颖璐、常黎阳、王舒蒙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分类式审理路径探究》一文

通过分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案件特点,提出可将调解手段与示范判决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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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诉讼机制相结合,建立该类案件的分类式审理路径。 具体来说,通过召开庭前

会议的方式,针对不同案情适用分类式审理程序,以及采取畅通投资者和中证中小投

资者服务中心的沟通渠道、利用专业机构核定意见辅助调解、扩大调解协议的司法确

认管辖法院、加强法院内部激励等方式作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案件多元化解纠纷机

制的辅助措施展开探讨。

曹明哲的《论债券发行人破产对债券投资者损失认定的影响》一文认为,债券发

行人进入破产程序将对债券投资者的损失认定产生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债

券发行人破产对债券违约诉讼中投资者的损失认定产生影响;第二,在民法典有关担

保制度司法解释的影响下,债券发行人破产对投资者向担保人主张权利产生影响;第

三,债券发行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对债券投资者的本息兑付、追加担保可能会受到管理

人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影响;第四,发行人重整还会对债券投资者的诉讼管辖产生

影响。

苏美丽的《证券公司投资者保护之投诉纠纷源头治理》一文认为,投资者投诉纠

纷处理工作重在“源头治理”,证券经营机构应摒弃“接到一笔处理一笔”的传统思

维,将被动工作转化为主动工作。 在日常管理中强化投资者保护意识,深入开展适当

性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通过投资者教育的开展和创新提升投资者理性投

资、依法维权意识;重视投诉案例和监管案例的分析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查找自身薄

弱环节和风险隐患,及时整改、提升服务。 通过多角度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工作,有

效减少投资者投诉纠纷事件的发生。

张泽辰的《司法机关参与的投资者保护问题研究》一文认为,从证券市场投资者

的立场出发,尽管证券违法者所受到的惩处越来越严厉,无论是行政罚款还是刑事罚

金,数额都屡创新高,但利益真正受损的投资者并未因此有效地填补损失。 文章建议

从证券领域先行赔付制度、有奖举报制度两个方面入手,探索建立证券罚没款“分成”

机制,并尝试开展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等外”探索,以期更好地保护证券市场金融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优质的法治保障。

陆华强的《董事履职行为的法律约束与会计约束———以“商赢环球案”为切入》

一文认为,我国公司法中董事的勤勉义务长期处于虚置状态,这主要体现在董事的勤

勉义务停留于抽象化、概念化的行为标准,难以落实于公司经营的具体商业情景之

中。 “商赢环球案”表明,董事履职时倾向从法律显性指标判断商业交易的合理性,而

忽视从隐性财务视角对商事计划之经济实质的观察。 围绕董事履职行为,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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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独运作,难以对其构成有效约束。 法律与会计两种技术性约束力量的同幅共

振,将共促董事在履职与商业判断过程中的归位、尽责。

周永明、王玮、郭静的《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构建证

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湖南辖区监管实践为例》一文认为,随着资本市场改革进

程的进一步加快,证券期货纠纷呈现问题多类、人员多样、诉求多元的特点。 党中央

强调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这是提倡矛盾纠纷要从基层、从源头进行

化解。 争取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前面,不仅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再调整、

再布局,也为建设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指明了方向。 文章从湖南辖区近年来

证券期货纠纷化解工作监管实践着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取得的效果,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监管牵头、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模式。

贺文青的《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一文认为,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

速,但随之而来的是证券纠纷数量剧增、投资者维权意识薄弱且维权方式偏激等问题

层出不穷。 在司法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多元化解机制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前最紧急的任务。 多元化解机制具有调解水平专业、受理范围广、

有利于促进券商内部机制完善等特点,但我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尚不成熟,还存在立

法供给薄弱、调解权威不足、调解力量弱势等问题。 因此,应积极探索多元纠纷解决

机制未来发展方向和实践改善,文章从整体设计和具体解决方式方面着手,结合证券

纠纷普遍存在的问题,总结现有调解经验,对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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