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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已站上新的时间窗口。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召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

展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研究未来一段时期

金融领域的重点问题。

会议强调，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要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强对金融领域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针

对性的问题研究。要围绕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

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深化金融机构改革，

优化金融组织结构，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金融风险防控处置机制，发展普惠金融、

绿色金融、数字金融，建设中国特色资本市场，

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等重大课题，

远见       Insights远见       Insights

对证券违法零容忍
监管再度加强

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打扫房间”，“促进金融、科技、
产业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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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研究力度，增强政策储备。

对于中国特色资本市场中当前阶段的重点

任务，在中央层面也予以了明确。在上述会议

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对加快健全证券执法司

法体制机制，加大重大违法案件查处惩治力度，

加强跨境监管执法协作，夯实资本市场法治和

诚信基础，推动形成崇法守信的良好市场生态

作出重要部署。

这是资本市场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办、国

办名义联合印发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

件。《意见》明确了资本市场未来五年打击证

券违法活动的主要目标，并规定了七个方面、

二十七条具体举措，以及突出体现了四方面的

导向：一是坚持法治原则，二是坚持统筹协调，

三是坚持“零容忍”要求，四是坚持底线思维。

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顶层设计、行动

纲领与方针原则等已经清晰。同样还是在 7月 6

日当天，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意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方位加强和改进证券

监管执法工作的行动纲领，为全面深化资本市

场改革、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重要保障，为进一步落实“建制度、不干预、

零容忍”九字方针提供了遵循，同时完善了中

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

监管机构连出实招
资本市场监管部门部署贯彻《意见》在行动。

7 月 9 日，证监会召开贯彻落实《意见》

动员部署会，提出四点工作要求：一要加强学

习，提高认识；二要突出重点，落实责任；三

要主动沟通，发挥合力；四要加强宣传，营造

氛围，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积极营造良好

舆论环 境。

8月 20日，证监会在召开 2021 年系统年中

监管工作会议时，同样强调了全面深入贯彻“零

容忍”方针，同时对下半年五大工作重点进行

部署：一是为全市场注册制改革打牢坚实基础；

二是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

三是全面深入贯彻“零容忍”方针，进一步完

善市场发展生态；四是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五是全面提升系统党

的建设质量，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

9月 16 日晚间，证监会宣布牵头成立打击

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协

调小组”），意在落实《意见》部署。

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中宣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和财政部等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

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审议通过了各

部门任务分工，通报了各单位工作落实情况，

并对下一步工作做了研究部署。会上，广东省

介绍了落实《意见》、建立省级工作领导小组

的有关做法。证监会主席、协调小组召集人易

会满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协调小组的建立，是落实“建

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具体举措，是完善

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健全良好资本市场发展生态的迫切需要，

必将对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部署的落

实落地起到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会议强调，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问题导向，增强系统观念，发挥好协调小组在

重大案件协调、重要规则制定、重大问题会商、

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健全工作机制，

持续强化执法合力，确保《意见》各项重点任

务落实到位。

会议从工作机制、法律责任制度体系等层

面对协调小组成员提出了四点要求。一要强化

工作协同，落实各方责任，进一步畅通部际协作、

央地联动的工作机制，支持和鼓励各地区根据

协调小组的建
立，是落实“建
制度、不干预、
零容忍”的具体
举措，是完善中
国特色证券执法
司法体制机制的
必然要求，是促
进健全良好资本
市场发展生态的
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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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等行为，以及证券发行人、中介机构等的

监管会加强。对参与、协助财务造假等违法行

为会依法从重处罚。

预计对非法证券活动将会依法严厉打击。

将坚决取缔非法证券经营机构，坚决清理非法

证券业务，坚决打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等活动。

还将加强场外配资监测，依法坚决打击规模化、

体系化场外配资活动。严格核查证券投资资金

来源合法性，严控杠杆。对区域性金融风险会

加强防范。

预计有关债券市场与私募的执法会进一步

加强。对债券市场各类违法行为的统一执法会

强化，对欺诈发行债券、信息披露造假、中介

机构未勤勉尽责等违法行为会重点打击。对私

募领域非法集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

员侵占或挪用基金财产等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

会加大。

今后依法监管会更严格，多管齐下“零容

忍”执法震慑会强化，打击证券违法的力度会

进一步加强。今年以来，证监会正在继续落实“零

容忍”工作方针，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加大力度严厉打

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活动。数据

显示，2020 年以来，证监会依法启动操纵市场

案件调查 90起、内幕交易 160 起，合计占同期

新增案件的 52%；作出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案

件行政处罚176件，罚没金额累计超过50亿元；

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操纵市场犯罪案件线索 41

起、内幕交易 123 起，合计占移送案件总数的

76%，移送犯罪嫌疑人 330 名。这些严重干扰市

场功能发挥、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影响

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沉疴顽疾”，历来就是

证监会稽查执法严厉打击的重点，今后必将受

到更加严格的惩处。

自身情况建立各种灵活高效的协调机制，推动

形成契合国情、共建共治的资本市场治理模式。

二要强化大要案惩治，继续聚焦财务造假、操

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行政

与刑事执法司法合作，加快构建行政执法、民

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立体

追责体系，进一步推动形成“零容忍”的强大

震慑。三要强化法治基础，在加大资本市场法

制供给、畅通民事赔偿渠道、健全市场约束机制、

加强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法律责任制度体系。

四要强化预期引导，充分发挥典型案件查处的

警示作用，加快完善资本市场新闻舆论工作制

度化长效化安排，督促各类市场主体牢固树立

自觉崇法守信的理念，创造资本市场发展良好

外部环境。

重在“零容忍”
总体来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下继

往开来，金融领域的政策会越来越丰富。其中，

中国特色资本市场何去何从成为重中之重。新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框架，注册制的主线，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无疑提

供了重要参考。

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就当前阶段而言，政

策更为聚焦在“零容忍”上。对于中国特色资

本市场中当前阶段的重点任务，中央层面也予

以明确，即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且顶

层设计、行动纲领与方针原则等已经清晰。打

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

资本市场”“打扫房间”，以实现“促进金融、

科技、产业良性循环”。

预计对重大证券违法犯罪案件会依法严厉

查处，查处质量和效率可能提高。欺诈发行、

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

信息交易以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重大违法

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资金占用、违规

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主线下继往
开来，金融领域
的政策会越来越
丰富。

（作者系经济学者、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市场学会
金融委员、允泰资本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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