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书由持股行权和纠纷调解两部分组成：

一、持 股 行 权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已突破 ４６００ 家，总市值增至 ９８．

８３ 万亿元，投资者数量已破 ２ 亿，其中九成以上是中小投资者。 如何能够既发挥好

融资功能，通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又保护好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切实增强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获得感，一直是资本市场的一大重要课题。

广大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而让绝大多数投资者获得

收益的前提是上市公司价值不断增长，这就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做好两方面工作：一

方面，要持续做好价值创造；另一方面，要确保公司治理能够为价值创造活动保驾

护航。 任何不利于上市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价值创造活动以及不规范的公司治理

都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痛点”。

２０２１ 年，投服中心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公司治

理规范，积极切入公司治理，推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从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痛点”出发，示范引领投资者积极行权。 一是准确把握提炼具有类案意义的事项，

开展集中行权；二是聚焦个案的利益“痛点”，开展专项建议和质询；三是落实 ２０１９

年《证券法》职责，提起首单股东权利公开征集。 年内累计行权 ４９ 场，其中日常个

案行权 １０４ 场、公司章程专项行权 １３８ 场、业绩说明会专项行权 ２０６ 场、公开征集股

东权利 １ 场；累计行使股东权利 ５０９ 次，其中建议权 ２１７ 次、质询权 ２９０ 次、表决权 １

次、联合代表 １ ／ １０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请公司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１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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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行权、纠纷调解案例评析（２０２２ 年）

投服中心从 ２０２１ 年数百个行权案例中，挑选出 １９ 个重点案例，编撰形成了本

书持股行权部分。 １９ 个案例覆盖了参加股东大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行权、公开发

声、股东函件等 ５ 大类行权类型，内容涉及上市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承诺不履

行、业绩断层等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权关注点，详细解析了投服中心采取

的行权措施，编撰成册与广大投资者分享，旨在唤醒投资者的股东权利意识，示范

引领广大中小投资者积极行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助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二、纠 纷 调 解

我国资本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投资者群体，他们始终与中国

资本市场共担风雨、共同成长。 其中，中小投资者居多，他们的风险识别和自我保

护能力较弱，加之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新业务大量增加，投资

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持续增多。 一方面，投资者的纠纷解决路径囿于向监管

部门提起投诉，希望以行政力量介入来解决民事纠纷，然而这一方式不仅面临监管

资源有限的问题，更受制于监管部门无法律依据直接处理民事纠纷的事实；另一方

面，投资者如通过诉讼、仲裁解决纠纷的，则存在门槛高、成本高、耗时长、维权难的

问题。 可见，以调解方式化解证券期货市场纠纷既促进了监管转型也节约了司法

资源、提高了解纷效率，能有效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法律服务中心）作为经中

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我国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

构。 自揭牌成立以来，中证法律服务中心不忘初心，资本市场纠纷化解主渠道地位

进一步巩固：一是通过明确受理范围、提高征询效率等方式提升纠纷受理能力和质

量，全面承接资本市场纠纷；二是坚持做好调解主业，通过科技赋能以推进在线调

解及“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方便投资者依法维权；三是全面铺开损失测算，提升

科学化解纠纷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中证法律服务中心积极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

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与全国

９３ 家高中级人民法院签署诉调对接合作协议，实现全国 ３６ 个辖区全覆盖，推动上

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等涉众型纠纷通过该机制实现标准化委托委派，纠纷化解质

效不断提升。 此外，中证法律服务中心依托自身开发的损失计算系统，与各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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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构建“损失计算 ＋示范判决 ＋纠纷调解”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化解全链条

工作机制，显著提升该类纠纷的调解效率，有效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共登记纠纷 ２． ３ 万余件，受理约 １． ７ 万

件，调解成功约 １． ２ 万件，争议金额约 ９５ 亿元，投资者获赔 ３０ 余亿元，资本市场调

解主渠道地位进一步巩固。 本书纠纷调解部分选取了近年来在调解工作开展过程

中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剖析研究，旨在通过案例分析来阐明法律适用、剖析交易规

则、交流调解技巧、提示投资风险等。 案例类型涵盖证券纠纷、基金纠纷、期货纠

纷、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等各领域，希望对中小投资者维权、经营主体规范经营

以及今后的纠纷调解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出现错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同行及专家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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