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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中国商法评论》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商法发展”为主题，重点探讨商法的协调与统一问
题。
    中国没有商法的传统，商法的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全面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启动的。
尽管我国的商法在维护经济交易秩序、保护商人主体合法利益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就商
法本身应当发挥的功能来看，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状态。
商法本身还有诸多不足与局限，如商法的部门法还相当分散；部门法之间还有很多不协调和直接冲突
之处；至今我们还缺乏商法的基本法。
商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之间尤其是民法之间的分工协调还存在相当大的矛盾与差距。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
本卷商法评沦在回顾商法发展三寸—年历程的同时，着重探讨商法的协调和统一。
这里所说的“统一”，不单单指商法也应当有类似于民法通则的总规则，还意味着商法应当尽快建立
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
我相信：这种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为此，本卷商法评论专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同商法的发展”、“立法专论”、“实务探讨”等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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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个阶段大致从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到1993年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
1990年沪深两地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所，我国证券市场向现代化证券市场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但是，当时沪深证券市场带有明显的地方性证券市场的特征，带有改革试点的色彩。
这个时期，两个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理；上市公司以本地企业为主，且多属于中小型企业；市场业务
规则主要由证券交易所制定；证券交易所在决定企业上市和新品种开放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沪深
交易所在上市资源争夺中存在竞争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是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并发表了关于证券的重要讲话，启动
了我国证券市场第一轮大发展。
两个交易所成立后，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有证券市场的争论还很激烈，制约了新生证券市场的发
展。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振奋了证券市场的信心，推动了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
沪深两地上市公司、证券机构、投资者数量急剧增加，股票总市值和交易量迅猛增长。
在起步阶段，证券法制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法律制度仍以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为主，证券市场制度和规则开始建立。
到1992年，深沪地方政府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股市运作的地方性行政规章：沪市主要有1990
年11月的《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1991年11月的《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1992年6
月的《上海市股份公司暂行规定》；深市主要有1991年的《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
这些地方性法规基本覆盖了股市运作的主要方面，操作性强，为以后制定全国性法规积累了经验，提
供了借鉴。
这个阶段，两个交易所也制定了大量的业务规则规范股票市场，仅上海证券交易所从1990年到1993年
颁行的各类业务规则就多达79个，包括证券上市、交易、会员管理各个环节，对规范微观层面的证券
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成长阶段这个阶段大致从1992年底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到1998年底《证券法》颁布。
这个阶段，证券市场各组成部分迅速扩大，并由原来的区域性市场转变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其中，大量国企纷纷改制上市，两地上市公司数量快速增加，投资者、证券公司中介机构、证券服务
机构数量也显著增长。
证券交易品种除了股票，还出现了基金、可转债，期问还一度推出国债期货等衍生产品。
在证券市场快速成长的同时，两地证券市场迅速从本地向全国发展，各地股份公司纷纷上市，证券经
营机构和投资者数量快速增长，证券市场从区域性证券市场转变为全国性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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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商法评论(2009年卷)》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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