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57� �邮发代号：45-91�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668� � � |� � �主编：何敬东 编辑：郑菁 郑加良 美编：吴比较

今日560版 第8199期

A叠28版 B叠532版

27

2021年4月

星期二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 期货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 这是

我国首次专门立法规范和促进期货市场健

康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

臧铁伟表示，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安排， 期货法草案

由全国人大财经委起草， 已经财政经济委员

会第四十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臧铁伟介绍，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得到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商品期货交易总量连续

11

年位居全球第一，股指期货、国债期货、股票期

权等金融期货及衍生品也蓬勃发展。 制定出台

专门的期货法， 将更好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

对进一步活跃商品流通、促进要素资源市场化

配置、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推动相关产业升级、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提请审议的期货法草案共

14

章

173

条， 草案明确立法宗旨、 原则和监管体

制，系统规定期货交易、结算和交割制度，规

定其他衍生品交易的基本制度， 确立期货交

易者权益保护制度，规范期货经营机构、期货

交易场所、 期货结算机构和期货服务机构运

行，明确期货市场的监督管理。

具体来看， 草案将交易者分为专业交易

者与普通交易者； 构建多元化期货纠纷解决

机制，引入调解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设立交

易者保障基金。 要求期货经营机构向交易者

提供服务时， 应当按照规定充分了解交易者

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等，如

实说明服务的重要内容，充分揭示交易风险，

提供与交易者上述状况相匹配的服务。

草案还确立了期货品种和期权品种上市

注册制度，明确期货交易实行集中交易、保证

金交易、持仓限额等制度，规范程序化交易，禁

止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

者误导性信息等违法行为。 （下转A5版）

我国首次专门立法规范和促进期货市场发展

期货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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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根深” 期货市场方能“叶茂”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期货法立法工作迎来重大进展

，

期货法

草案昨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

。

这是我国首次专门立

法规范和促进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

对于规范

和促进期货交易

、

活跃商品流通

、

推动产业升

级

、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

我国期货市场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

发展时期

，

由于现行期货市场法规制度体

系整体效力层级相对较低

，

致使期货市场

发展的法治基础仍显薄弱

。《

期货交易管理

条例

》

重在调整商品期货交易

，

对于金融期

货

、

场外衍生品交易涉及较少

。

而期货交易

是一种高风险交易

，

我国期货市场散户居

多

，

需要给予更高程度的保护

。

近年来

，

我

国期货市场得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

商品

期货交易总量连续

11

年位居全球第一

，

股

指期货

、

国债期货

、

股票期权等金融期货及

衍生品蓬勃发展

，

迫切需要通过期货法引

导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改革发展

。

实际上

，

早在

7

年多前

，

期货法的立法

工作就已开启

，

其间数易其稿

。

此次期货法

“

一审

”

标志着期货法草案基本成形

，

进入

了全国人大立法

“

三审

”

程序中的第一阶段

即初步审议阶段

，

距离正式推出还需要经

过专门委员会的深入审议

、

再修改和再审

议

、

表决通过等程序

。

法律的推出指日可

待

，

这将从法律层面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改

革开放做好顶层设计

，

从主体监管

、

机构监

管向行为监管

、

功能监管转变

。

明确各参与

主体的法律地位

，

明确期货市场基础法律

关系

、

民事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

明确对场

外市场的监管

；

明确规定市场准入

、

投资者

保护

，

为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以及跨境监管

提供法制保障

。

这无疑将均衡配置不同主

体之间的权利

、

义务

、

责任

，

合理设定不同

主体的民事

、

行政法律责任

，

切实保障期货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同时也给期货市场的

对外开放以及跨境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

唯有法治

“

根深

”，

市场方能

“

叶茂

”。

可以预期

，

期货法将为我国建立国际化的

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提供法律保障

，

切实保

障期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为境内外金融

机构及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提供法律支

持

，

极大地增强国内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

吸引力

。

“献礼建党百年·资本市场风景线”大型报道隆重启幕

陕西提出“十四五”上市公司数量倍增计划，监管部门要做企业上市“超级保荐机构”和资本市场合格“守夜人”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也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证券时报社今起推出“献

礼建党百年·资本市场风景线” 大型系列报

道，旨在弘扬资本市场正能量，传播资本市场

好声音，打

call

资本市场好风景，建言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本次系列报道由证券时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兼总编辑季晓磊领衔， 证券时报旗下证

券时报网、全景网、券商中国、新财富、

e

公

司、怀新投资等全媒体平台联袂呈现。作为本

次系列报道的首站， 采访团走进三秦大地陕

西。 证券时报社副总编辑高峰与陕西证监局

局长王宏斌、 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

长苏虎超展开高端对话，畅谈资本市场“陕

西现象”背后的成因。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留下灿烂印记。党

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陕西延

安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 领导了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在建党百年前夕，采访团来

到陕西，更添一份敬意。

陕西是全国科教资源大省， 也是国资

国企重镇，但很长一段时间，陕西资本市场

发展缓慢。直到近两年，陕西资本市场开始

发力，并实现“

V

”型反转。

2020

年，以全年

新增

12

家上市公司的成绩创下历史最佳。

王宏斌指出， 陕西经济最大的短板是

开放不足， 虽有深厚的科教优势但也面临

创新不足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开

放的市场， 推动企业上市是陕西在经济领域

弥补开放不足短板的最好方式。 按照陕西省

政府制定的目标，要力争在“十四五”末实现

上市公司数量倍增。

苏虎超则指出，陕西省委、省政府将上市

工作作为弥补陕西经济、 金融短板的重要抓

手。 他认为，上市公司数量、质量是一个地方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区域内的上市公司

多不多，上市过程是否顺利，也构成了判断区

域营商环境是否优化的重要标志。

在对话过程中， 两位监管部门负责人

均对各自的角色定位给出阐释。 王宏斌认

为，证监局要努力成为资本市场的合格“守

夜人”；苏虎超则认为，金融局应该做企业

上市的“超级保荐机构”。 无论是哪种解读，

都深深烙印着监管部门的大局意识与服务

意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正在

陕西这片红色大地上熠熠发光。

（更多报道详见A2、A3版）

股东穿透更明晰 交易所明确“最终持有人”情形

证券时报记者 谭楚丹

今年年初证监会要求中介机构做好

IPO

股东穿透核查工作，但在实务操作中，多名

投行人士反映比如外资股东等身份核查存

在难点。

昨日， 证券时报记者从券商投行人士处

获悉，对于如何理解“最终持有人”，交易所给

出了答案。其中，公众公司、国有控股、境外政

府投资基金等属于“最终持有人”类型；外资

股东需要确认出资人不存在境内主体。

股东穿透进一步明确

证券时报记者从投行人士处了解到，

4

月

25

日交易所以问答形式向券商进一步明

确关于股东信息核查中“最终持有人”的理解

与适用。

交易所称，除自然人外，“最终持有人”

类型还包括上市公司 （含境外上市公司）、

新三板挂牌公司等公众公司， 或者穿透核

查至国有控股或管理主体（含事业单位、国

有主体控制的产业基金等）、集体所有制企

业、境外政府投资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养

老基金、公益基金以及公募资产管理产品。

“问答出来以后更清晰了，以前很多细

节不确定，有时候国企也会被要求穿透。 ”

一名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对于外资股东核查问题，此前有券商

犯难，表示穿透工作不易操作，需要依靠

境外律师事务所对外资股东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交易所此次也明确， 如果中介机构能

以适当核查方式确认外资股东的出资人不

存在境内主体， 并充分论证该外资股东入股

发行人的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 可将外资股

东视为“最终持有人”。

随着

IPO

股东核查工作持续推进，多名

投行人士坦言“工作量非常大”。 华南地区一

名

IPO

项目组人士表示，“有的股权投资私

募穿透后有

30

多层。 ”这类股东核查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更有部分

IPO

项目因此不得不

延期申报。

特殊股东需加强廉政监管

在

IPO

股东中，特殊身份股东也引起市

场和监管的注意。

有券商投行人士指出， 穿透私募股权基

金后，发现有自然人投资者身份是公务员。市

场人士质疑， 公务员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持股

IPO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如何界定属于

理财投资行为还是从事营利性活动。对此，德

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浚哲撰文称， 相关

立法初衷是为禁止公务员、 党政干部通过其

身份地位影响、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因

此强调的是禁止经商办企业的经营行为，而

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更偏向属于

理财行为，初步判断认为，公务员、党政干部

等通过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并

不为法规所禁止。

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公司也

颇为敏感。

4

月

19

日证监会表态称，会突出强

化系统离职人员不当入股行为监管，比如要求

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专项报告证监会系统离职

人员入股情况；组织相关证监局开展廉政核查

等；加强审核注册人员的廉政监督，严格落实

不当说情报备等制度；建立内审复核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