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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注册制改革把对公司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利更多地交还投资者"而要避免可能随之

而来的+柠檬市场,"则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从信息披露系统内部看"我国资本市

场信息尚未实现有效流动"存在+信息堆积,现象&从信息披露系统外部看"机制参与主体单一"

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力量匮乏$重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需要进行披露内容形式简明化与

有效化改革"完成信息披露由+监管者导向,向+投资者导向,的逻辑转变&同时"有必要引导证监

会之外的市场多元主体力量在信息披露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注册制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持

续革新$

关键词! 投资者导向信息披露&简明有效披露&多元互动监管&注册制&中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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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券法-的实施令我国股票发行进入注册制时代*与此同时)作为资本市场核心制度之一的信息

披露制度也会面临新的挑战*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转变)意味着监管者需要在政府干预与市场调控之间寻

求新的平衡*这种转变也对信息披露的质量&结构及运行逻辑提出更高的要求*

信息披露制度是一个巨大而精细的系统)由一系列基本原则及各式具体规则交织而成)涉及披露义务

人&信息使用者&监管者等多方主体)并贯穿企业设立&上市&运营&!甚而有时"退市乃至破产清算的整个



阶段*注册制实施背景下)信息披露理念亟待完成由#监管者导向'向#投资者导向'的逻辑转变)信息披露

应充分考虑信息使用者需求)由此带动信息披露制度规则实现整体革新)提高发行人&投资者&监管部门&

中介机构等多方主体的参与程度*完善注册制下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是一味地强调信息#越多越好')而应

当着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疏解存在于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一" 现阶段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由一系列原则及规范构成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消除存在于

市场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证券市场配置效率)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础制度*基于证券产品的复

杂性&虚拟性以及交易方式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突出)这决定了信息披露在整个资本市场运行

过程中处于中心和基础地位*

!

%&%&年"月)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修订的

,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发行制度由#核准制'迈入#注册制'时

代*注册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与之匹配的新型信息披露制度的支撑*

#一$ 信息输出与信息接受的双重障碍

#一部证券法)洋洋洒洒万言)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公开'

.5/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息披露制度

通过打破横亘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这一市场化手段实现资源

配置*从证券监管的角度来看)信息披露制度看似是一项很轻微的政策
.%/

)却可成为重要的监管入口*想

要落实信息披露功能)实现信息浓度从高处向低处的流动)好的#信息输出'与好的#信息接受'缺一不可*

然而在网络环境下)我国信息披露制度中的#信息输出'和#信息接受')均存在一定问题*

依托信息载体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早已进入#信息爆炸'时代*但是)信息只有被有效利用才

能成为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的信息不仅不能成为资源)还会白白浪费另一种更稀缺的资源)即人的注意

力*因此)对特定的人&特定的任务而言)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
."/

*我们应当避免落入这样一个怪圈+投资

者可以拥有一切#信息')但事实上无法获取真正所需要的东西*遗憾的是)在#越多越好'传统信息披露理

念的指引下)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披露信息整体篇幅越来越长)表述也颇为晦涩艰深*

以首次公开发行所必须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为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

于%&&;年披露的C股招股说明书共计56章%#"页)软件字数统计逾5#万字(招股意向书摘要共计七节%4页)

亦超过#万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

#于%&&$年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共计"%;

页)总字数近%&万字(招股意向书摘要略短于中国人寿)但也达到%万字*再以强制性持续信息披露所要求

的上市公司年报为例)中国人寿%&5!年年报长度与其招股说明书相若)共%44页(中国石油%&5!年年报则有

"&;页*冗长的材料很容易使投资者产生畏难情绪)或囫囵吞枣或干脆放弃阅读)#信息超载'会耗尽读者

有限的精力)令其迷失在信息的汪洋中*

证券法上)信息披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

*在完美模型中)理性投资者在具备流动性的市场中)依据

他们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投资或退出投资)最终使证券市场达到经济效率的状态*成就该模型的重要条件之

一)是投资者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并理解其所获取的信息*换言之)信息披露制度旨在消除信息不对称)

而在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投资者对信息的接受理解与信息传递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中)个人投资者仍是绝对多数)且近年来的占比变化并不明显*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为例)%&5;年沪市自然人投资者占比为!!*$!`)并以%"*$`的持股市值份额贡献了64*;%`的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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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钢+,确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念-)载 P882+GGLK-/-I,*OK-/*I)Y*I-GO8)IJG8G%&5#&5%%G5!";56&#6"&;*

OP8Y0)%&%&年;月%4日访问*

公司简称+中国人寿!沪市 C股股票代码+;&5;%6(纽交所股票代码+AE<"*

公司简称+中国石油!沪市 C股股票代码+;&564$(纽交所股票代码+D]W"*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5$卷"-)第;%4页*



%&5$年)沪市自然人投资者占比为!!*$6`)以%5*5$`的持股市值份额贡献了6%*&5`的交易*

!综合而言)

%&5!年我国股票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占比仍高达!!*$;`*

"尽管机构投资者正在逐步成长发展)但在可

以预见的将来)我国股票市场仍将以个人投资者为主*

相比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在信息获取&行业知识&技术支持等方面均存在短板)在信息处理

及理解接纳程度上也居于劣势*而且)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容易受到情绪干扰
.4/

*情绪作为一种重要

影响因素)常常引导投资者做出非理性行为*此外)由于个人投资者易受市场情绪感染)其投资具有较高的

集中度和系统相关性
.;/

*因此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投资市场)面临更突出的信息接受障碍*

#二$ 以监管为导向的单一信息披露制度运行逻辑

核准制下)监管部门实际上代替投资者对证券价值做出预先判断*不但如此)长期以来#新股不败')

投资者申购#中签'后基本不存在投资亏损的可能*投资者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关注度很低)同时由于是

监管部门掌握着允许谁上市融资的权力)发行人也并不关注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

*因此)在我国传

统的信息披露运行机制中)主要参与主体是发行人和监管者)而非彼此之间存在天然信息鸿沟的发行人和

投资者)信息披露的指向对象是监管部门而非市场投资者*

以,招股说明书-为例)其基本框架是由制式的准则框定的(

#招股书内容必须依据证监会内容指引来

填充)而这些内容指引也是证监会依照其审查所需确定的*

$具体来看)中国人寿 C股招股说明书可以分

为发行人介绍&风险因素与风险管理&业务和技术&募投&财务会计信息等方面)其中发行人介绍与风险因

素等需被证监会重点审核的部分)处于招股书最前端)占据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而募投相关信息)除技术与

业务模块外)基本都被置于招股书的尾部)篇幅不足五分之一*反观中国人寿美股招股说明书!E35")企

业经营风险&资本化&分红政策等投资者关心的内容被放置在最前端)而且将前瞻性预测!L).[/.U?0))JK-Q

O8/8,Y,-8"&预计财务情况!2.)O2,I8KX,LK-/-IK/0K-L).Y/8K)-"等预测性信息单独列示供投资者参考*由核准

制向注册制转变的重要影响之一)是监管者不再作为#守卫者')替代投资者来评判公司价值与发展前景)

投资者需要对募股公司的未来价值形成自己的判断*显然)今后投资者对于相关信息的自发需求会不断增

加)传统单一的审核导向型信息披露框架必须改变*

在另一端)与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较为薄弱*信息披露制度的安排

减少了投资者与企业间因披露责任划分带来的交易成本(而确保信息披露的质量旨在减少投资者因确认

信息真伪而产生的稽查成本*如果不能确保信息质量)则信息披露制度事实上也不能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

作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监管维护者仍是证监会)然而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证监

会!包括其系统"想要对沪深两市所有公司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监管)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考察中国证监会处罚的信息披露违法类案件)%&56年处罚数量为4;起)

)

%&5!年处罚数量为%!起*

*

%&56年美国证监会!以下简称 1_<"共对4#家企业提起虚假陈述诉讼*

+乍看之下我国监管部门执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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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5!年度全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载 P882+GGLK-/-I,*

OK2L*I)Y*I-GLK-/-I,G/22G2/Q,GU,8/K0GU.Z[0/aKU e,$%6!!6:LI#:#;L"/I!I"U;5I56;"%,$nYaKU e")%&%&年;月%4日访问*

参见,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111招股说明书-!证监会公告5%&546"%号"*

例如,第4号111证券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证监发5%&&&6$;号"(,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公司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息披露指引-!证监会公告5%&5"6#4号"(,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证监会公告5%&5"6#;号"*

参见证监会+,%&56年证监会行政处罚情况综述 -)载 P882+GG[[[*IO.I*Q)X*I-G2N:G-,[OK8,GVHP [̂L: Ĝ[UUG%&5!&5G

8%&5!&5&#a"#!"6"*P8Y0)%&%&年;月"&日访问*

参见新浪财经+,证监会+%&5!年全年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件-)载 P882+GGLK-/-I,*OK-/*I)Y*I-GO8)IJGZG%&%&3&#3

5$GU)I?KK.IVZYK;!5;&#4*OP8Y0)%&%&年;月"&日访问*

参见 1_<)C--N/0W,2).8FKXKOK)- )L_-L).I,Y,-8%&56) 载 P882O+GG[[[*O,I*Q)XGLK0,OG,-L).I,Y,-8?/--N/0?.,2).83%&56*

2UL)%&%&年;月"&日访问*



似乎与美国相当)但%&56年同期)美国投资者针对虚假陈述共提起近5%&场私人诉讼*

!监管博弈研究模型

显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行为策略主要取决于监管力量的稽查策略
.6/

*在我国目前单一的信息披露逻辑

下)稽查者即证监会的稽查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披露的质量*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理念是

注册制改革的灵魂)但我国目前信息披露的质量差强人意)避重就轻&延迟披露乃至对财务报表上下其手

的现象时有出现)仅凭证监会一己之力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并不足够*

二" 成熟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多元互动机理与实践

成熟市场!尤其是美国"的信息披露机制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行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不能流于

表面)而应注重落实#打破信息壁垒'的实际作用*第二)除监管部门外)会计监督机构&做空机构&法院等

多方主体)都在信息披露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不难发现)市场力量将与监管策略一道)成为影响企业信息

披露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信息披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力量&监管力量&规范力量等多方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 以投资者为导向的简明英语披露规则

美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在信息爆炸时代同样面临信息堆积与传导不畅的问题*5!!6年)1_<开始推行

#简明英语规则'!D0/K- _-Q0KOP WN0,")帮助投资者免受冗长披露文书的困扰)更好地了解公司财务状况并

增强投资者信心*该规则最初适用于公司招股说明书)随后逐渐推广开来*

#简明英语规则的基本要求是

信息披露在结构上清晰明确)在句式上直白简洁)在用词上不盲目使用术语*

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发行人而言)信息披露遵循简明英语规则能够带来额外的收益*此外)即

使简明规则旨在服务#普通水平的投资者!).UK-/.ZK-X,O8).O"')成熟投资者!O)2PKO8KI/8,U K-X,O8).O"也能够

从中获益
.!/

*另有研究显示)简明英语规则明显提升了美版招股说明书&其他强制性信息披露乃至自愿信

息披露文件的阅读体验)同时整体而言)披露材料并未因其专业性的降低而使投资者利益受损*此外)披露

语言质量较好的公司在发行股票时能够获得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度*

$美国简明英语规则体现了以投资者

!信息使用者"为中心和导向的披露理念)并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相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美国证券市场
.5&/

)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资本市场结构)使我国面临更为严

峻的信息壁垒问题*事实上)鲜有个人投资者真正去阅读连篇累牍的招股说明书与财务报表)更遑论#理

解'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审批制或核准制下的#新股不败'神话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映射出我

国信息披露制度的尴尬现状*新,证券法-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要求与此前一直坚持的#真实&准确&

完整'要求相并列)

)反映了我国监管者正在逐渐认识到信息堆积与投资者精力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

#二$ 更多主体参与的多元互动机理

业务建基于国内而筹资上市于美国的中概股)为观察美国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包

括阿里巴巴&中国石油&拼多多&京东&兰亭集势等在内的多家中概股公司都曾因信息披露问题被 1_<处

罚或遭遇集体诉讼*类似案例表明)美国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由多方主体参与互动)信息披露质量由多

个主体共同监督)发行人经受包括 1_<在内的多重稽查制衡机制约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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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O8)-,W,O,/.IP) 1,IN.K8K,O<0/OOCI8K)- EK0K-QO%&5! S,/.K- W,XK,[)载 P882O+GG[[[*I).-,.O8)-,*I)YGDN:0K?

I/8K)-OGW,2).8OG1,IN.K8K,O?<0/OO?CI8K)-?EK0K-QO?%&5!?S,/.?K-?W,XK,[)%&%&年;月"&日访问*

参见 A_MR</-U 9S1@<k7D) _I)-)YKI<)-O,dN,-I,O)LEK-/-IK/0W,2).8K-Q/-U FKOI0)ON.,W,QN0/8K)-+ CW,XK,[/-U

1NQQ,O8K)-OL).EN8N.,W,O,/.IP) %&&6) CX/K0/:0,/811W(55&4"!6*

参见 1_<)CD0/K- _-Q0KOP j/-U:))J) (,[S).J+ 1_<) 5!!6) 2#*

参见 A@M+jWC(]/-U c<F@(CAFT) W,QN0/8K)- /-U EK-/-IK/0FKOI0)ON.,+ ]P,7Y2/I8)LD0/K- _-Q0KOP) %&5") CX/K0/?

:0,/811W(55"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条*



K*会计行业监管!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外部监管力量%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被视为资本市场良性运转的

重要基石
.55/

*尽管会计信息被一些学者认为#位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

.5%/

)但就信息披露制度而

言)被披露的会计信息服务于广泛的投资者)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其公共物品属性超过私人物

品属性)事实上进入公共物品范畴*深交所近年来推出的多份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提高了相应行

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
.5"/

*伴随会计信息公共物品属性而来的外部性)使得纯粹的市场力量难以维

系会计信息质量*安然事件后)美国会计信誉曾遭受严重打击)独立的外部监管开始取代纯粹的行业自律*

在,萨班斯法案-的推动下)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DN:0KI<)Y2/-ZCII)N-8K-Q@X,.OKQP8T)/.U)

以下简称 D<C@T"正式成立*D<C@T隶属于 1_<)负责监督为美国上市公司提供独立审计服务的会计师

事务所)其职权包括+制定用于信息披露的审计报告所应当遵守的标准及流程规范&独立督查公众会计师

事务所以及对会计师事务所或会计师进行制裁*由此可见)D<C@T实际承担政府对会计行业的监管职能)

将美国会计行业带入公共监督的新纪元*一方面)处于监管约束下的会计师)更有动力遵循职业道德)规范

自身职业行为(另一方面)由于投资者对信息披露人及会计师之间是否存在俘获行为可能存在疑问)对会

计行业进行外部监管)能够增强投资者对披露信息的信赖*此外)作为 1_<的下属机构)D<C@T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分担 1_<的监管压力*

实践表明)D<C@T通过监管会计行业)为企业信息披露真实性提供了一道#防火墙'*%&5!年)D<C@T

处罚案件共计"&起)%$个自然人!其中%"人被禁止执业"和5!家会计师事务所!包括名列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的德勤与普华永道"被处罚*

!尽管 D<C@T所进行的行业监管可能带来额外的监管成本)就其效果而

言)依旧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投资者更倾向于相信受到行业监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券

市场信息披露的质量得到优化)投资者信心进而增强)市场最终获得发展*

"

我国会计行业监管目前仍以行业自律为主)会计信息质量不尽如人意*%&%&年#月)作为中概股之一的

瑞幸咖啡#承认财务造假约%%亿人民币)随后被纳斯达克交易所责令停牌并准备退市*该事件令中概股再

次陷入美国投资者的信任危机*不久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j)0UK-QE).,KQ- <)Y?

2/-K,OCII)N-8/:0,CI8")依据该法案)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 D<C@T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的)其证

券将被禁止在美国交易*

$该法案如通过)将使中概股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对标美国本土公司)这

也反映了美国市场对处于弱监管状态!尤其是我国的"会计行业信用的担忧*

L*做空机制!追踪信息披露问题的敏锐市场力量%最初掀开瑞幸咖啡虚假财报面纱的)是知名做空机

构浑水公司*做空机构因从他人亏损中获利的经营模式而饱受指责)其报告的资料来源和可信度也时起争

议)甚至不免有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之嫌
.5#/

*然而就瑞幸咖啡事件来看)做空机构有着普通投资者所不具

备的强大的执行力&信息搜寻能力及数据处理能力)正是这些能力使做空机构成为检验信息披露质量的又

一关卡*据浑水公司称)其共派出近54&&名调查员)收集超过%4&&&张购买单据)拍摄覆盖营业全时间段的

视频以跟踪记录!&&家店铺的日客流量)甚至获取了管理层内部聊天记录*

)过人的调研分析能力既是做

空机构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监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武器*

往前追溯)%&&6年金融危机后赴美上市的中概股曾经历过一波做空狂潮*%&5&年下半年起至%&5%年

底)从美国证券市场退市的中概股共计$4家)约占中概股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4;家被强制退市
.5#/

*东南

融通&分众传媒&多元环球水务等多家公司都曾因财务造假或者内部控制问题遭做空机构做空*中概股面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

#

$

)

参见 D<C@T)%&5! C--N/0W,2).8)载 P882O+GG2I/):NO*).QGC:)N8GCUYK-KO8./8K)-GF)INY,-8OGC--N/0̀ %&W,2).8OG%&5!?

D<C@T?C--N/0?W,2).8*2UL)%&%&年$月%日访问*

参见 +7DD_WT/-U AWMR</-U cCEE_]]c) DN:0KI@X,.OKQP8/-U W,2).8K-Q<.,UK:K0K8Z+ _XKU,-I,L.)Y8P,D<C@TCN?

UK87-O2,I8K)- W,QKY,) %&5!) CX/K0/:0,/811W(%;#5%55*

公司简称+瑞幸咖啡!纳斯达克交易所股票代码+Ak"*

参见,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第二部分*

参见 cNUUZ9/8,.OW,O,/.IP W,2).8) ANIJK- <)LL,,+ E./NU g EN-U/Y,-8/00ZT.)J,- TNOK-,OO)载 P882O+GGIU-*QY8.?

,O,/.IP*I)YG2N:0KI?IJLK-U,.G1P).8?O,00,.OGM-J-)[-`%&/N8P).GANIJK-`%&<)LL,,aC-)-ZY)NO*2UL)%&%&年$月%日访问*



临做空机构的痛击)部分可能归因于中概股公司对做空机制的陌生&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的协议控制模

式&中美两地不同的会计标准)但发端于我国本土市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不佳的普遍现实仍然值得审视*

如上所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仍以#散户'为主)普遍缺乏财务专业知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几乎

不可能对企业进行#浑水对瑞幸咖啡'式的实地探查*市场中没有成熟专业的做空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监

管仍主要由中国证监会等行政机关来承担*对上市公司而言)面对非专业的#投资者')其虚假陈述或信息

披露质量重大瑕疵被发现的概率更低)违法成本更小*相比之下)专业做空机构通过寻找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问题伺机营利)拥有足够敏锐的嗅觉发现瑕疵信息&足够充足的资本开展追踪调研&足够强大的动力进

行紧逼施压)因此成为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监督者与参与者*当然)做空机制不值得一味鼓吹)做空机构通

过其所建立的#话语霸权')操控投资者心理甚至恶意中伤绩优公司)需要谴责或惩处*但作为有效市场体

系的一部分)做空机制确实增强了市场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监督能力*

M*集团诉讼制度!为信息披露瑕疵提供事后矫正力量%集团诉讼制度肇始于衡平法下英国的代表人诉

讼)即由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多数人推选诉讼代表人)判决适用于全体被代表人(法院对是否构成集团

诉讼享有审查权*在美国市场中)几乎所有的信息披露人在虚假披露事件被查处或揭发后)都会遭遇蜂拥

而来的证券集团诉讼*美国5!"#年,证券交易法-!1,IN.K8K,O_̂IP/-Q,CI85!"#"项下 WN0,5&!:"34禁止发

行人在提供信息时使用任何#修饰&编造&掩饰'等欺骗手段)如有不实陈述或因疏忽而造成的重大信息遗

漏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自实施以来)WN0,5&!:"34已成为美国证券反欺诈的基石条款*

证券集团诉讼风头之盛)占据美国集团诉讼的半壁江山*由于律师往往能从证券集团诉讼的补偿或和

解金额中分得高额的律师费)美国律师对于集团诉讼的热情十分高涨)乃至煽动&组织投资者对上市公司

进行集团诉讼*以中概股为例)%&54年晶科能源与起诉股东达成总金额超4&&万美元的和解协议(%&5%年新

东方同意支付股东#$4万美元的和解金(%&5"年东南融通因涉及发布虚假陈述报告)被判决需赔偿投资者

超5&亿美元*

从趋势上看)%&5%年起美国集团诉讼案件数量呈增长态势*%&5!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量再创

新高)投资者一共提出#%6起新的证券集团诉讼案件)几乎是5!!$到%&&6年间同类诉讼平均数量的两倍*

!

事实上)美国证券市场集团诉讼的威力之大)已使其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一些律所和投资者的#收益工具')

部分专业的律师团队负责紧盯公司动态并随时准备提起诉讼*然而)这并非没有负面作用)理由有四+其

一)此时的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已与其#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初衷相悖(其二)#滥诉'使部分公司尤其是小

公司疲于应诉)不得不在其内部控制与发展战略上如履薄冰(其三)由于诉讼进程漫长)公司的辩护成本也

较高)很多公司被迫选择让步而与投资者达成和解协议
.54/

(其四)随着和解赔偿商业保险的发展)证券集

体诉讼朝向商业风险转化)和解沦为分配机制
.5;/

*

尽管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存在上述弊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集团诉讼机制是对行政监管和市场监督的

补充)是与事前事中监管相呼应的事后救济措施*除了补偿投资者外)复杂的诉讼程序以及高额的赔偿金

或和解金)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会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集团诉讼制度为投资者提供了相比#一对

一'诉讼模式更为高效的求偿渠道)#明示退出'则较#明示加入'进一步扩大了集团诉讼使用主体的规模)

由此增加了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行为成本*此外)在高额酬金的激励下)专业律所有极强的动力#盯梢'公

司动向)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活动的又一积极监督者)促使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提高*

三"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助推注册制整体变革

作为资本市场的#牛鼻子')注册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注册制的健康发展需要以完善的信息披露

制度作为支撑*在注册制下)发行人与投资者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互相选择*投资者希望以尽可能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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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获取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而企业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融资)于是投资者和企业间矛盾的利

益取向)

!加之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柠檬市场'

.5$/

的出现)使资本市场运作失灵*想要缓解#柠檬

市场'问题)让优质公司脱颖而出)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为此)有必要推动信息披露内容简

明化改革)完成信息披露由#监管者导向'向#投资者导向'的逻辑转变(有必要引导除证监会以外的主体

力量在信息披露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有效的激励和惩戒*

#一$ 信息披露的简明化有效化改革

新,证券法-中)信息披露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新法新增第五章#信息披露')从结构体系上)将其

与#证券发行'#证券交易'#上市公司的收购'等章节并列)凸显了信息披露在证券市场运行中的重要地

位*不仅如此)新,证券法-还围绕信息披露作了几点扩充+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增加应当进行临时报告的

重大事项)

"鼓励披露人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

#将#上市公司'统一归入#发行人'加以规范)扩大了信息披

露义务主体范围(

$丰富了披露义务人披露信息的媒体渠道*

)

在现代资本市场模型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组基本矛盾)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

思路应当是促进可靠信息在这二者之间的流动)而不是单方面的信息堆积*信息交流的重要作用在注册制

下尤其凸显)因为监管部门不再代替投资者对证券价值做出判断)而将判断的权利交还投资者手中*权利

和义务总是相伴而生*对上市公司而言)企业获得了较此前核准制下更为自由的融资权利)同时需承担更

为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此外)注册制的实行降低了企业发行上市的门槛)选择上市融资的企业数量因而

上升)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引有限的投资者和宝贵的资金)信息披露的#信号'和#声明'作用尤为

关键*对投资者而言)其投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但失去了此前监管者#父爱'式的保护)在市场中面临的

风险也随之增加)更需要获取企业经营信息以决定自己资金的去向*换言之)投资者对于所获信息的使用

效率变得越发重要
.56/

*

有关信息披露简明化改革)已在法律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中)以零散的方式体现*例如,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规定#招股说明书99语言浅白平实)便于中小投资者阅读'

*

(,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要求#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99确保其信息披露内容简明易懂)

语言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

+新,证券法-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要求与#真实&准确&完整'这一

信息披露核心标准并列)将简明化规范擢升至法律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考虑如下辅助措施*

其一)参考美国#简明英语规则')结合汉语特点)形成引导手册*我国信息披露制度已运行近三十载)

有关披露内容及披露模式的路径依赖也已形成)因此在实施之初这可能会给披露人带来额外的成本)也可

能面临来自披露人的阻力*如果监管者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标准)如在用词&句式&逻辑上给予必要指

引)或提供简明披露规范模版)将有效降低政策推行成本)争取披露人配合执行简明披露要求*

其二)倡导披露内容图表化&标准化*大脑结构决定人类在进行长时间阅读时)容易产生疲惫感)注意

力下降)接受能力降低*图表化的内容能够提高阅读者兴趣)打破信息材料#连篇累牍'之感)这一展示方

式较文字也更为直观)可以形象化地传递信息*标准化的内容结构模式能够提高投资者阅读文件时的信息

检索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同时增强信息在横向上的可比较性)即便投资者对行业缺乏整体认知)

仍可从数字上将目标公司与行业内其他竞争者进行对比和感知*

6!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

#

$

)

*

+

参见 j_CASD/-U DCA_DMk) 7-L).Y/8K)- COZYY,8.Z) <).2)./8,FKOI0)ON.,/-U 8P,</2K8/0c/.J,8O+ CW,XK,[)L8P,

_Y2K.KI/0FKOI0)ON.,AK8,./8N.,) %&&&) CX/K0/:0,/811W(%464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四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二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六条*

参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号"第三十条*

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证发5%&5!64"号"第三十七条*



其三)提高信息可自动化处理的水平*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算法程序越发

成熟普遍*简明化披露可以引导披露内容向适宜进行算法处理的方向靠拢)例如做清晰明确的段落划分)

固定表格所在的章节&位置和内容)对重要数字进行特殊标记)提供计算机程序广泛支持的文件格式)方便

具备能力的机构或个人投资者进行数据处理等*相比人类有限的注意力)计算机显然更适合进行信息筛

选&计算&比较等基础性工作)因此在确定简明披露规则辅助手段的过程中)注重规则对算法程序的包容

性)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对信息数据的分析利用效率)实现信息流动*

#二$ 发挥多元主体在信息披露中的积极作用

新,证券法-的一大亮点)是提高了信息披露违规方面的责任人范围及责任后果*新法增加了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按照规定履行披露义务时的过错推定责任(

!将欺诈发行罚款金额从原来#非法募

资金额的5`至4`'调整为#5&`至5&&`'(

"对虚假陈述的处罚金额则从#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

提升至#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

#显然)立法者认识到了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质量缺陷)并

着力对其进行改善*加大对虚假陈述行为的处罚力度)的确有助于提高违法成本)遏制违法行为*然而)违

法后果并不是决定企业披露行为的唯一因素)如果稽查检出概率低)企业仍会持侥幸心理逃避监管*

我国核准制下的信息披露制度以#监管'为导向)发行人按照监管要求披露信息)监管者考核企业经

营风险)并做出是否允许其上市的决定(当信息披露质量出现问题时)也一般由监管者负责向企业追责*在

该模式下)信息披露人与监管者之外)往往并没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即便是被视作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会

计师&律师甚至保荐人)也常异化为帮助企业通过审核上市融资并瓜分融资成果的得利者*观察中概股信

息披露违规事件可知)依靠单一力量对企业披露信息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会计行业监管&做空机制与

集团诉讼等多元主体力量)会在企业未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中介机构未履行职责时)进行追责并使

其付出沉重代价*一个良性发展的信息披露制度必然不是单纯的#披露义务人1监管者'对抗体系)发挥

多元主体的监管力量才能弥补单一维度监管在监管力度&范围及稽查发现概率上的不足)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为注册制发展保驾护航*

K*加强会计行业监管%财务会计作假是信息披露违法中较为常见的情形)会计信息质量一直以来也是

信息披露监管的重点对象*%&%&年$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稿"-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对会计行业自律提出更高标准)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并保持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和独

立性管理*同时),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三条将鉴证标准要求适用主体范围从#注册会计师'扩大至#会计师

事务所')以期增强会计行业整体自律意识*

$然而)从%5世纪初震惊世界的安然&世通案件)到涉嫌财务造

假%%亿人民币的瑞幸咖啡)再到国内利润造假近#亿人民币的佳电股份)以及令人瞠目的康得新&康美药业

事件)接二连三的丑闻已经表明)仅靠会计行业自律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长期以来)不同市场上的会计机构由财政部&证监会分头监管)监管职责不明)效率低下*美国设立

D<C@T的改革实践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很好范例*独立的会计行业监管委员会面向会计师行业开展广泛监

管)在市场信誉驱动的行业自律之外)为会计师增添更为直接的行为约束动机*同时)#术业有专攻'的行

业监管能够聚集专门人才)以更加敏锐的嗅觉监测行业动态)识别舞弊&造假等行为*独立&专业的监管实

体可以分担证监会繁重的任务)提高对会计违法活动的稽查发现概率)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L*动员市场制衡力量%一个系统化&运转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除了扮演基础性角色的披露义务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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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

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

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

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参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三条*



维护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机构外)在整个市场机制中都应当发挥其作用*近年来)证券&基金&银保&资管&

公募和私募投资机构快速发展)作为资本市场活跃的参与者)这些主体正成为使用&消化上市公司披露信

息的主力军*它们具备解读市场信息的能力)同时通过投资在市场上获利)从原理而言应当能够部分发挥

做空机构的作用*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鼓励和引导这些富于评价&分析能力的市场参与者发布市场研究报

告&公司调查报告)辅助监督上市公司披露行为)净化披露环境*

同时)证券信息披露违法的举报机制有理由继续加强)激励有关人员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向监管部门进

行举报)并获得足够保护和经济回报
.5!/

*更进一步)目前我国市场上还没有专业的做空机构)围绕做空机

制效用的争议不小)但长期来看)有限度地逐步放开针对做空机制的限制或者至少对其开展更深入的专题

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总之)应当调动信息使用者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信息监管过程中)成为完善信息披

露制度的强大助力)而不只是被动地充当信息接受者*

M*引导证券集体诉讼机制发展%我国投资者其实并不缺乏诉讼维权意愿*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案件

数量近年来持续上升)据不完全统计)%&5$年案件数量约$&&&件)%&56年超过6&&&件)%&5!年则超过!&&&

件*

!然而)单人或多人零敲碎打地起诉)不仅造成投资者的诉讼负担)也是对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

相比集体型诉讼)单个案件赔偿给虚假陈述人带来的痛感低)事后监督的效果不明显*长期以来我国证券

民事诉讼发展存在两大阻碍)一是#行政G刑事处罚前置'要求)

"二是民事群体诉讼中的#明示加入'规则*

随着立案登记制的落实)特别是新,证券法-有关证券诉讼#明示退出'的巧妙设计)

#这两大阻碍在法律层

面逐步消失)标志着我国证券诉讼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机制随着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即将起步)借鉴美式集团诉讼的经验教训)

一些关键点值得重视*其一)应降低投资者与其代理律师之间的代理成本*作为信息披露制度监督者的诉

讼机制)应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目标*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证券集体诉讼活动的审查和干预)限制和纠

正律师可能出现的不当行为&自利倾向*其二)应兼顾诉讼的赔偿和威慑两大功能*如果监管部门同时处罚

了涉事企业和相关个人)那么民事诉讼中宜将企业和个人列为共同被告
.%&/

*公司不能成为挡在其控股股

东&董监高身前的#替罪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集体诉讼对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避免其沦为律师&保险

公司等主体的牟利工具*

四" 结J论

新,证券法-的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更细的要求*回顾过往和现

实)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信息输出与信息接受上的双重障碍)以及信息披露机制运行

逻辑的单一)仍旧以#监管者111披露人'为主线*中概股这一特殊群体将我们置于中美两国信息披露制

度的观察交汇点上*中概股公司在美频频因信息披露问题而被诉)不得不缴纳大笔罚金乃至狼狈退市)归

根结底是因为其披露意识不够&观念陈旧)不能够适应多元监管下的美国市场*从另一个角度讲)1_<之

外)D<C@T&做空机构&法院等多重力量)都对美国市场信息披露杂质起着重要的净化作用*

借鉴境外经验和做法)接下来应继续完善我国信息披露制度)推动注册制改革环境下资本市场生态的

持续改善*其一)应当对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简明化&有效化改革*其二)应当树立#投资者导向'的

披露机制基本逻辑)注意发挥多元主体在信息披露机制中的合力*其三)加大行政稽查力度)改革会计行业

监管)鼓励市场机构参与披露监管)引导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综上所述)基本思路是在注册制下继续深化观

念和逻辑的转换)通过信息披露系统内的优化与系统外的辅助)打破#信息堆积'#披露低效'的局面)形成

&&5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

#

中伦观点+,证券虚假民事诉讼案件 %&5!年度观察与前瞻 -)载 P882+GG[[[*VP)-Q0N-*I)YG<)-8,-8G%&%&G&"3&$G

5;&"&65;56*P8Y0)%&%&年$月;日访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号"第五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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