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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监管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
刘丽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证券在我国金融市场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随着我国收入水平大幅增加，全民金融消费观念逐步树立，金融证券投资

主体日益增多，为我国市场资本的流动及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当然，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与否关系着市场参与主

体的切身利益，因此，强化金融证券市场监管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以金融证券市场监管为主题，在简要分析金融证券市场监管重要性的基

础上，重点论述金融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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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性
金融行业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金融证券市场同样存着这

种显著特征，因此，强化证券市场监管意义深远。

首先，金融证券市场监管能够确保证券市场秩序的稳定运行，

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任何行业的规范发展都离不开对应的监

督管理机制，证券作为资本大量聚集的金融产业，监管工作更是不

容忽视。证券市场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实现证券市场

资本的优化配置，但市场本身存在缺陷性，趋利避害特性显著，一旦

在利益诱导下，就会发生欺诈、垄断等不正当行为，对此，需要通过

市场监管来对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管理约束，弥补市场运行的不足，

营造良好的市场教育环境，确保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其次，金融证券市场监管能够更好保障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

证券投资具有一定专业性，虽然收益较高，但是对应的风险大，这就

要求投资者能够正确分析市场动态，把握行业发展，选择合适的证

券理财产品。当然，证券发行主体的行为活动也会对投资者利益产

生影响，如果证券出售方利用自我优势，仅发布一些有利于消费者

投资的利好信息，而将不利信息隐藏起来，那么消费者就会因为信

息不均衡陷入到证券投资陷阱当中，一旦不利消息公布就会造成投

资者资产的大幅缩水，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当然，对于投资

者而言，也会利用自身资金优势，通过内部资金操作等方式对正常

的证券交易秩序产生影响，并损害更多主体的合法权益，对此，通过

市场监管来对证券市场主体行为予以约束，可以降低投资交易风险

的发生，更好维护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再次，证券市场监管可以提高证券运行机制，维护行业健康发

展。证券市场在运行当中容易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风险，这就需要通过监管来实现风险的有效防范与规避，为行业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当市场监管较为完善时，行业发展可以更加规

范化、科学化，能够实现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证券市场的

影响力，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

2 金融证券市场监管面临问题
2.1 监管责任不清晰
证券市场的监管主体是证监会，因此，证监会监管质量影响和

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当然，在现实当中，证券监管的主体并

非是一个，证监会只是负责证券市场的整个运行安全与监督管理，

具体的证券市场监管主体并不唯一，在证监会之下还存在各地证券

监管部门，多元化监管主体使得证券监管范围相对模糊，监管责任

不够清晰，在监管当中容易出现责任推诿等情况，由此导致监管效

率的下降。同时，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交易的责任主体，在为证券交

易双方提供交易平台，营造交易机会的同时，也担负着对应的监管、

审查职责，但在实际当中，证券交易所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并不注

重交易对象资质的审查，而且缺乏风险提醒，由此引发诸多监管风

险。

2.2 证券市场法律体系不健全
我国证券市场从发展至今仅有三十余年的历史，随着我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金融市场日益繁荣，证券市场也备受关注。但是，由于

我国证券行业起步晚，发展快，所以对应的法律制度以及行业法规

并不完善，并未形成完善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这就使得我国证券

市场在快速发展当中出现诸多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部分主体利用

法律漏洞开展违法、违规操作，损害了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权

益。尤其在证券监管方面，我国现有法规相对分散，缺乏完善的法律

监管机制，这让证券监管工作面临困境。同时，证券市场监管离不开

监管法律的宣传推广，而我国在这方面更为不足，并不注重投资者

法律素养的培养，没有充分借助现代化信息工具强化监管宣传力

度，提高公众的自我约束意识，监管的最大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而

法律制度宣传推广不足使得监管效果并不显著。

2.3 监管配套机制不健全
金融证券市场监管并非单一主体所能够实现的，毕竟证券交易

涉及主体较为广泛，涉及企业众多，想要通过证监会实现全面监管

势必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需要更多关联监管主体参与其中，形成完

善的监管网络，实现证券市场的立体化、层次化监管。在证券市场运

行中，存在很多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在为证券市场主体服务的同时，

同样肩负着一定的监督职责，例如，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等，上

市企业的财务报告、法律风险咨询等均依赖于这些中介机构，上市

公司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也推动者这些中介机构的快速发展，

但现实当中，这些中介机构常常受雇于上市企业，与上市企业或证

券发行机构关系密切，利益相关，所以在公司审计、财务报表制作、

法律问题咨询当中，机构会以企业利益为中心开展工作，从而忽视

中介机构的监管职能，由此引发监管风险。

3 应对金融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的优化策略
3.1 细化监管职责，落实监管责任
监管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证券市场监管面存在漏洞，导致监督管

理效率低下，严重限制了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要在证

监会金融证券监管地位确立的基础上，细化关联监管主体的具体职

责，确定监管权限，落实监管责任。首先，明确证券市场各个主体的

监管责任，包括地方政府、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的监管责任，划

清监管范围，明确监管义务，确保各主体能够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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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管责任；其次，拓展监管主体，将公众纳入到证券市场监管体系

当中，借助媒体、公众实现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这样可以更好发

现证券市场存在问题，推动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再次，证监会要发

挥宏观监管的作用，不能过于利用自身权利干涉证券市场的运行，

学会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率，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做好宏观把

控，通过各主体监管能动性的激发实现证券市场监管效率的全面提

升。

3.2 加强立法建设，完善监管机制
监管工作的开展与落实离不开对应的法律制度，在科技发展

下，我国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开放力度提升，尤其是随着我国国际金

融地位的不断增强，加强金证券监管力度，完善监管机制显得尤为

重要。首先，在我国现有证券监管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监管法

规的有效整合，构建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并做好监管法规的解释、

细化，提高监管法规的实践性，更好满足监管需求；其次，做好法律

制度、经济制度、政策机制的相互衔接，单一的制度无法实现证券市

场监管的深化发展，必须要借助多种体系的相互结合，实现多元化、

立体化监管；再次，完善行业法规，增强行业自律性。金融证券市场

监管机制的健全与否关系着证券行业的未来发展，作为证券市场的

切身参与者和受益者，金融证券行业必须要构建完善的行业监管机

制，强化自我约束，通过行业监管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3 完善配套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协同监管
金融证券市场中，由于监管不当引发的风险并不少见，而监管

不当的最终受害者往往为普通投资者，对此，必须要构建对应的配

套机制。首先，要加强证券市场救济机制的完善，对于由于监管不当

引发的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害问题，要能够通过救济机制实现对受害

者的补偿，降低受害者损失，维护交易主体合法权益，体现证券市场

交易的公平性，同时，对违法主体进行严厉惩处，营造公平、透明的

证券交易环境。其次，明确中介机构监管职责，将中介机构纳入到证

券监管体系当中，形成以证券化为核心，中介机构为辅助，社会公众

积极参与的多元立体化监管模式，真正实现证券交易的全面监管，

为我国金融证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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