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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明确提出了两个时间点的主要目标：

▶到2022年：“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
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
发频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等。

▶到2025年：“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
力显著提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高效顺畅”“崇
法守信、规范透明、开放包容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全面
形成”等。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加强中概股监管
严格核查证券投资资金来源合法性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升，
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再次集体下跌，沪指一度失
守3500点，创业板指盘中最大跌幅超3%，
尾盘各股指跌幅收窄。盘面上，医药、医
疗、医美板块大幅下挫，北上资金小幅净
卖出。截至收盘，两市涨停42只，跌停7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失守5日均
线，两市合计成交11203亿元环比增加；
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仍收于5小时均

线之上，各股指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
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沪指盘中不仅跌
破了3503点，还一度失守60日均线，如此
走势背后的逻辑其实跟6月下旬的反弹
过快有关系，市场各股指并未出现大概
率可能出现的双底走势，而是出现小概
率的直接冲击前期高点的走势，最强的
创业板指甚至刷新了年内新高，这也导
致了技术上反转类的调整，自然最弱的
沪指也跌破了前期调整低点。短期来

看，由于各股指跌至3月以来的上升通道
下轨附近，短期理应会有支撑。期指市
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
来看，虽然消息面担忧引发了医药股集
体重挫，但这也有利于市场资金的合理
流动，在超万亿的成交背景下，市场板块
个股仍有较多轮动机会。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7.21元买入东
方锆业 8 万股。目前持有泽达易盛

（688555）8万股，华创阳安（600155）40万
股，浙江龙盛（600352）16万股，浪潮信息
（000977）12万股，康芝药业（300086）45
万股，会稽山（601579）30万股，东方锆业
（002167）38万股。资金余额1969759.06
元 ，总 净 值 22487359.06 元 ，盈 利
11143.68%。

周三操作计划：东方锆业、浪潮信
息、康芝药业、会稽山、华创阳安、浙江龙
盛、泽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
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意见》对建立健全资本市场
执法司法体制机制、依法从严打击证券
违法活动、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作
出重要部署。

这次打击证券违法活动高规格文件
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打
击证券违法活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
和坚定决心。

《意见》着力打造“升级版”的有中国
特色的证券执法司法体系，明确提出了
两个时间点的主要目标。到2022年的目
标包括“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
执法司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
立”“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得
到有效遏制”“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
等。到2025年的目标包括“证券执法司
法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高效顺畅”
“崇法守信、规范透明、开放包容的良好
资本市场生态全面形成”等。

《意见》提出，在完善资本市场违法
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方面，完善证券
立法机制，加大刑事惩戒力度，完善行政
法律制度，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强化市场
约束机制。

在建立健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
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方面，《意见》
提出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
作小组，完善证券案件侦查体制机制、检
察体制机制、审判体制机制，加强办案、
审判基地建设，强化地方属地责任。

《意见》明确，在强化重大证券违法
犯罪案件惩治和重点领域执法方面，要
依法严厉查处大案要案，依法严厉打击
非法证券活动，加强债券市场统一执法，
强化私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进一步加强
跨境监管执法司法协作，着力提升证券
执法司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加强资本
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组织保障和监
督问责等。

《意见》指出，完善资本市场违法犯
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主要内容包括：

完善证券立法机制。充分运用法律
修正、法律解释、授权决定等形式，提高证
券领域立法效率，增强法律供给及时性。

加大刑事惩戒力度。贯彻实施刑法
修正案（十一），同步修改有关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完善相关刑事司法解释
和司法政策。

完善行政法律制度。贯彻实施新修
订的证券法，加快制定修订上市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新三
板市场监督管理条例、证券期货行政执法
当事人承诺实施办法等配套法规制度，大
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加快制定期货法，
补齐期货市场监管执法制度短板。

健全民事赔偿制度。抓紧推进证券
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实施。修改因虚假
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有关司法解释，取消
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开展证券行业
仲裁制度试点。

强化市场约束机制。推进退市制度
改革，强化退市监管，严格执行强制退市
制度，研究完善已退市公司的监管和风
险处置制度，健全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
良性循环机制。加强证券投资基金发行
和运作监管，对严重违法违规的基金管
理人依法实施市场退出，做好风险处置
工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合法利益。完善
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对证券违法违规
行为的自律监管制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指出，《意
见》明确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和司
法解释的加速制订或修改日程，同时在
法规政策的顺利落地方面提出了强有力
的配套措施。

《意见》指出，建立健全依法从严打
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主要内容包括：
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

作机制。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
调工作小组，加大对重大案件的协调力
度，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推进重要规则制
定，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完善证券案件侦查体制机制。进一
步发挥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派驻中国
证监会的体制优势，完善线索研判、数据
共享、情报导侦、协同办案等方面的行政
刑事执法协作机制。进一步优化公安部
证券犯罪侦查编制资源配置，加强一线
侦查力量建设。

完善证券案件检察体制机制；完善
证券案件审判体制机制；加强办案、审判
基地建设；强化地方属地责任。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表示，当前，加强证券执法司法、打
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面临一些体制机制
性问题，不能仅依靠证监会一家之力，还
需要有立法的支持、司法的保障，以及地
方政府的配合，需要从更高层面来提升
对“零容忍”的重视程度和落地执行，形
成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的合力。

《意见》指出，强化重大证券违法犯
罪案件惩治和重点领域执法，主要内容
包括：

依法严厉查处大案要案。坚持分类
监管、精准打击，全面提升证券违法大案
要案查处质量和效率。依法从严从快从
重查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操纵市场、
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及编
造、传播虚假信息等重大违法案件。对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严重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清查追偿，限
期整改。加大对证券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有关责任人证券违法行为的追责力
度。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存在证券
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追究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责任，对参与、协助财务造假等违
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加快推进相关案
件调查、处罚、移送等工作。依法严格控
制缓刑适用。

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加强
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与中国证监会的
协同配合，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坚决取
缔非法证券经营机构，坚决清理非法证
券业务，坚决打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等
活动。加强场外配资监测，依法坚决打
击规模化、体系化场外配资活动。严格
核查证券投资资金来源合法性，严控杠
杆率。加强涉地方交易场所案件的行政
处置与司法审判工作衔接，有效防范区
域性金融风险。

加强债券市场统一执法。
强化私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意见》指出，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
执法司法协作。主要内容包括：

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完善数据安
全、跨境数据流动、涉密信息管理等相关
法律法规。抓紧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
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
的规定，压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
体责任。加强跨境信息提供机制与流程
的规范管理。坚持依法和对等原则，进
一步深化跨境审计监管合作。探索加强
国际证券执法协作的有效路径和方式，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建立打击
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

加强中概股监管。切实采取措施做
好中概股公司风险及突发情况应对，推
进相关监管制度体系建设。修改国务院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
的特别规定，明确境内行业主管和监管
部门职责，加强跨部门监管协同。

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域外适用制
度。抓紧制定证券法有关域外适用条款
的司法解释和配套规则，细化法律域外
适用具体条件，明确执法程序、证据效力
等事项。加强资本市场涉外审判工作，
推动境外国家、地区与我国对司法判决
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据新华社、《中国证券报》

轮动机会

亮点 1
修改因虚假陈述

引发民事赔偿有关司法解释
取消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

亮点 2
成立打击

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
加大对重大案件的协调力度

亮点 3
严格核查

证券投资资金来源合法性
严控杠杆率

亮点 4
切实采取措施做好中概股公司

风险及突发情况应对
推进相关监管制度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