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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初版于2007年3月，按理还不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劳神再版，但由于近两年来中国证监会发布
或修改了一系列规章，两大证券交易所也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具体规则，故与本书责编协商后，我们
决定进行相应的修订。
本次修订主要围绕以下规章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3月发
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2009年4月修改）；《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2008年10月发布、2009年4月修改）；《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2008年10
月发布）；《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2008年7月发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08
年4月发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07年9月发布）；《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2007年8月发布）；《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8月发布）。
　　与证券法的发展变动性相适应，证券法理论研究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为使本书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最新理论研究成果，我们不仅补充了若干最新出版的文献，而且尽可能
将有了新的版本的原版参考文献替换为最新版本。
　　为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使用本书，本次修订补充了“本章导读”及“思考题”的内容。
为使读者能够针对实务问题进行分析，本次修订还在相关内容中穿插了简洁的“实务问题”及部分“
司考真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简要解析。
　　教科书的编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课题，尽管我们对此高度重视，但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若干瑕疵
，故我们希望广大读者与同仁能够不吝指正，以便促使本书能够不断完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券法>>

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不断发展的最新证券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为主要依据，结合境外立法例与我国证券市场
发展实践，对证券法基本制度与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诠释。
本书阐述明晰到位、深入浅出，并辅以各章导读、参考资料及各种实例；可以说，读者凭借本书即可
基本全面掌握复杂的证券法律制度与理论。
    本书共十四章，分述了证券市场的主体、证券发行制度、证券交易制度、证券监管制度、证券法律
责任等内容，体系完整，内容全面。
在基础知识点之外，作者亦顾及相关理论拓展，并直面司法考试的需求，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具层次性
与实用性。
本书将证券法的实践性特征发挥到极致，对目前证券市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探讨，为证券实务
工作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以法学及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为主，但同样可作为法学及经济管理类专业教
学研究人员以及证券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全面研究与学习证券法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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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记名证券与不记名证券　　按照证券是否记载持券人的姓名或名称及证券转移的方式不同
，可将有价证券分为记名证券与不记名证券。
　　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记载权利人姓名或名称的证券。
证券记载的权利人是在证券发行时确定的，并且只有该权利人行使证券权利时方为有效，其他人仅能
以代理人身份，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证券权利。
但依照证券交易规则的要求，记名证券可采取背书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此种场合下，证券上
所记载的姓名或名称应作相应变更。
　　不记名证券，又称无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不记载权利人姓名或名称的证券。
在不记名证券场合下，证券持有人被推定为证券权利人，得依照法律或相关规则的规定行使证券权利
。
　　记名证券与不记名证券在证券流通性方面具有以下差异：　　1.证券权利人认定方式不同。
记名证券权利人以证券券面的记载为准，可谓“认人不认券”，故其流通性相对较弱。
不记名证券之持券人即可推定为权利人，可谓“认券不认人”，故其流通性较强。
　　2.证券权利人身份认定标准不同。
记名证券的行使依照证券持有人与证券权利登记人的一致性加以判断，从而降低了权利主体认定上的
困难，提高了身份识别上的安全性。
不记名证券则依行为人持有证券券面的事实加以认定，故不能排除非法持有人以持券人身份行使证券
权利的情形。
　　3.证券遗失、毁损后果不同。
若记名证券遗失或毁损，可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申请证券发行人注销原证券并补发新
证券。
不记名证券则不挂失，即便权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证券确已遗失或毁损，也不补发新证券，从而使其
丧失证券权利D[7]　　（四）完全证券与不完全证券　　按照证券权利与证券形式的结合程度不同，
可将有价证券分为完全证券与不完全证券。
　　完全证券，又称绝对证券，是指证券权利的设定、行使和转移都必须与证券形式相互结合并以证
券形式的存在为前提的证券。
票据与一定的财产权利或价值结合在一起，并以一定货币金额表示其价值。
票据的权利与票据不可分离。
票据的权利随票据的制作而发生，随票据的出让而转移，票据权利的行使以提示票据为必要。
占有票据，即占有票据的价值；不占有票据，就不能主张票据权利。
因此，票据是完全证券。
　　不完全证券，又称非完全证券，是指证券权利的设定、行使和转移无须与证券形式相结合的证券
。
在最典型的意义上，不完全证券持有人的权利取得或产生，无须与证券形式相结合，但证券权利的行
使和转让以持有证券为必要。
不完全证券是证权证券，而非设权证券，其常见形态为资本证券，如股票、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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