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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汉东，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
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
独著或合著有《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
等著作十部，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十余篇。
论著、论文曾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优秀人文社科成果二
等奖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法系商法教研室主任，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
，湖北省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参编教材4部，出版专著《银行法的原理与实务》，在《法商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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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协议收购的概念与特征 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在证券交易所之外与目标公司股东通过签
订股份购买协议或股权划转协议的形式实施的收购行为。
国外的证券立法都是以要约收购为中心，很少规定协议收购制度。
为适应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满足国有股协议转让的特殊需要，1994年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对协议收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002年《上市公司管理办法》中协议收购在顺序上置于要约收购之前，体现了立法者对协议收购的重
视。
2006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修订时，也对协议收购作了详细规定，但是将其置于要约收购之后
，使其回到非主导型上市公司收购方式的地位。
协议收购作为上市公司收购方式之一，具有如下特征： （1）协议收购目前主要是针对国家股和法人
股。
 （2）协议收购属于场外交易方式。
由于非上市股份不得进入证券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不能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因而无须遵循证券交易所
的一般交易规则，只能依场外交易的特殊规则。
 （3）协议收购采取个别协议方式进行。
收购人通过与非流通股票持有人单独协商进行收购，双方通过个别协商确定收购数量、收购价格、收
购期限等内容，并可对不同股东采取不同的收购条件，这与要约收购对所有股东一律平等的原则显然
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股权分置时代，国内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国家控股式公司，其股份约有70％为
非流通股即国有股和法人股，其余30％为流通股。
而上市公司平均持股比例超过60％以上的控股股份不具备流通性，因而协议收购在上市公司收购中占
绝对多数，要约收购和公开市场收购的数量则是微乎其微。
然而，目前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国证券市场将步入“后股权分置时代”，非流通股
复牌交易实施全流通，与流通股同等受到二级市场公开竞价机制约束，那么大量国有股是否还须采取
协议收购方式呢？
我们认为，股权分置改革仅仅只是解决了股份流通性问题，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并未得到彻底改变。
不可否认，未来上市公司仍然会存在大量控股股东，因此协议收购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它是
解决我国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收购的一种过渡手段，并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股改所引起的证券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上市公司收购必须引入新的交易机制，即对国有股和法人股
以及大宗交易采取场外协商、场内成交的收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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