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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
国证监会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
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
工作的意见》。针对资本市场各
方深恶痛绝的财务造假，意见提
出17项具体举措，释放“惩防并
重”政策信号。

信号一：
升级惩防财务造假力度
是市场发展必然要求

财务造假严重破坏资本市场
诚信基础，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
权益。近年来，监管部门对资本
市场财务造假的打击力度持续
升级。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
年，证监会共办理信息披露违法
案件397起，其中造假案件203
起；2021年以来向公安机关移送
上市公司、债券发行人等主体涉
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犯罪案件
150余起。

近年来资本市场财务造假出
现了很多新手段，打击和防范财
务造假也面临新的形势和问题。
财务造假的隐蔽性、复杂性、系统
性显著增加，花样不断翻新，加大
了发现和查处难度。不少案件
中，第三方配合造假问题显现并
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说，就整
体而言，造假公司是少数。上市
公司群体始终是我国企业的优秀
代表。但财务造假对市场信心的
影响很大，对投资者利益损害很
重，亟需多管齐下形成合力，重拳
整肃、坚决遏制。同时，也要打防
并举、标本兼治，从源头防范造假
发生。

本次出台的意见从打击和遏
制重点领域财务造假、优化证券
监管执法体制机制、加大全方位
立体化追责力度、加强部际协调
和央地协同、常态化长效化防治
财务造假等5个方面提出17项具
体举措。具体包括严肃惩治欺诈
发行股票债券行为，严厉打击系
统性造假和配合造假，加强对滥
用会计政策实施造假的监管，强
化对特定领域财务造假的打击；

强化行政追责威慑力，推动加大
刑事追责力度，推动完善民事追
责支持机制。

信号二：
惩治财务造假
重点在于持续提高违法成本

长期以来，财务造假违法成
本低一直被资本市场各方诟病。
持续提高违法成本，让惩治手段
真正“长牙齿”是各方期待。

意见明确，依法从严打击财
务造假，强化穿透式监管，提升线
索发现处置能力和执法司法工作
质效。坚持“追首恶”与“打帮凶”
并举，强化对造假责任人及配合
方行政、刑事、民事立体化追责。

透视意见提出的举措，“线索
发现—监管执法—立体化追责”
的链条将愈发严密。

在强化行政追责威慑力方
面，意见提出加快出台上市公司
监管条例，明确第三方配合造假、
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的法律责
任。优化财务造假行政处罚标
准，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等。

在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的基础
上，意见重点提出了推动刑事、民
事追责力度。意见明确推动出台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司法解
释。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组织实施财务造假、侵占上市
公司财产等行为的刑事追责力
度。坚决追究第三方人员配合造
假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

在完善民事追责支持机制方
面，针对投资者获赔难的问题，意
见提出加大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
诉讼制度适用力度。统筹运用先
行赔付、支持诉讼、代位诉讼、行
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等一系列投资
者赔偿救济制度机制，进一步提
高违法成本。探索建立证券公益
诉讼制度等。

业内人士指出，意见明确要
加大惩治财务造假的基础制度供
给，对财务造假主体和第三方配
合一体打击，将有利于提高综合
违法成本，进一步提升惩治手段
的威慑力。

信号三：
多措并举加强防治
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对于资本市场财务造假，不
仅需要加大惩治的威慑力度，更
要加强防治。让财务造假在酝酿
重大风险前尽早被发现，尽量被

“掐灭”在早期，对于持续优化资
本市场生态有着重要意义。这需
要进一步凝聚各方合力，也需要
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力量。

意见在“加强部际协调和央
地协同”中明确了各方职责，包括
国有资产出资人及有关企业主管
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对相关企业
实施财务造假或配合造假问题严
肃追责并通报反馈。金融监管部
门提升协同打击力度，督促金融
机构加强对财务真实性的关注和
审查，加强函证业务合规性的监
督检查力度。强化证券执法与财
政执法的分工协作。地方政府将
财务真实性作为扶优限劣的重要
依据，切实履行财务造假等引致
风险处置的属地责任。

防治财务造假离不开市场的
力量。在“常态化长效化防治财
务造假”相关政策中，意见从增强
公司治理内生约束、压实中介机
构“看门人”责任、加强联合惩戒
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务
实举措。

有业内专家指出，上市公司
财务造假首先是突破了公司的内
控底线，其次是相关中介机构失
灵，逐渐造成极坏的市场影响，所
以从源头和动机上遏制各环节造
假或参与造假的冲动至关重要。
意见提出，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监
督作用，强化审计委员会反舞弊
职责。推动上市公司建立绩效薪
酬追索机制。

在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
责任方面，意见提出强化对中介
机构的监督检查。明确中介机
构在发现造假行为时主动报告
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对重
大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依法暂
停或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严
格执行吊销执业许可、从业人员
禁入等制度。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等六部委发文打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

严肃惩治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行为
■ 相关新闻

证监会查处5起上市公司
财务造假等信披违法案件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7月5
日宣布，近日对5家上市公司财
务造假、大股东占用资金等信
息披露违法案件作出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一是对江苏舜
天、ST特信、*ST中利三家公司
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累计罚
款6830万元，并对6名主要责任
人实施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二
是对易事特、凯撒同盛两家公
司出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拟合计罚款5270万元，拟对1名
主要责任人实施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证监会表示，行政处罚并
非终点，证监会持续强化和公
安、司法机关的协同，推动全方
位、立体化追责，在加大行政处

罚力度的基础上，推动叠加刑
事追责、民事赔偿等方式，全面
提升违法成本。证监会坚持

“应移尽移”工作原则，对于财
务造假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
移送公安机关，严肃追究刑事
责任，近期已将江苏舜天、ST锦
港等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强
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
织实施财务造假、侵占上市公
司财产等行为的立体化追责力
度，不断深化与公安司法机关
的联动，进一步推动形成齐抓
共治、有序衔接的监管执法生
态圈，将“长牙带刺”的监管执
法要求落实到位。

私募投资基金信披
和信息报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电 记者7月5日
从中国证监会获悉，为落实《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有
关规定，规范私募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和信息报送活动，保护
投资者以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
益，中国证监会起草了《私募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和信息报送管
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信披
规定明确私募基金托管人、私
募基金服务机构在发现重大风
险等情形时，向投资者披露信
息和向基金业协会、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报告；鼓励私募基
金管理人自主增加信息披露内
容，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为投资
者决策提供有用信息。

同时，信披规定明确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差异化的定期报告、临时
报告要求和底层资产披露的特
定安排；明确涉及未托管等情
形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审计
要求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全
面审计要求；明确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人对基金净值等复
核审查，以及发现特定风险情
形下的投资者提示和报告
要求。

在信息报送方面，信披规
定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定期、
临时和专项报送要求；明确私
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报送年度经
营情况和经审计年度财务
报告。

此外，信披规定在监督管
理和法律责任方面，明确对违
反信息披露和信息报送规定的
处理处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利润同比增长3.4%，但利润增速比1至4月份回落了0.9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企业最新指标传递哪些信号？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2 . 9%，利润同比增长
3.4%，但利润增速比1至4月份回
落了0.9个百分点。如何看待当
前工业企业效益？诸多指标释放
了哪些信号？

“随着宏观政策效应持续释
放，市场需求稳步恢复，工业生产
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
益延续恢复态势，利润继续保持
增长。”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
于卫宁说。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在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
利润同比增长，占78%，行业增长
面比1至4月份扩大2.4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营收也在持续回
升。5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3.8%，在4月份由
降转增的基础上，增速进一步加
快0.5个百分点。

从更长时间维度看，2023年
以来，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修复走
出了一条上升曲线。2023年三
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在连续
5个季度同比下降后，首次由降
转增，目前已实现了连续3个季
度的增长。

尽管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仍在
下降，但1至5月份的降幅比1至4
月份收窄了4.1个百分点。钢铁
行业5月当月实现利润95亿元，
同比由亏转盈，扭转了全行业连
续3个月当月净亏损的局面；有
色冶炼行业受产品价格上涨等因
素推动，1至5月份利润增长
80.6%，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24
个百分点。

“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的
出台对钢铁行业有明显拉动作
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张龙强说。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尤其
是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工业企业
利润增长的重要引擎。

数据显示，1至5月份，制造
业实现利润总额19285.7亿元，同
比增长6.3%。其中，装备制造业
利润同比增长11.5%，增速高于
规上工业8.1个百分点，拉动规上
工业利润增长3.6个百分点，是今
年以来推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贡
献最大的行业板块。

“随着新动能的积蓄，工业领
域上中下游行业转型升级加快，
更多新技术新产品优化供给水平
和质量，更好匹配多元化消费需
求，产销循环加快，有利于工业企

业营收和利润水平改善。”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郭丽岩说。

一系列惠企政策正在陆续出
炉、加快落地，不断释放经营主体
活力———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有效降
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有关工作；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
做好2024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
通知；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
明确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
政策……

在7月5日国新办举行的“推
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
壮龙表示，将继续抓好钢铁、有
色、石化、化工、建材、机械、汽车、
电力装备、轻工、电子十大重点行
业发展，鼓励支持工业大省“挑大

梁”，进一步扩大制造业有效
投资。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工业企
业效益恢复基础仍不牢固。1至
5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比1至4月份回落了0.9个百分点。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利润增
速放缓主要因为市场需求复苏弱
于供给恢复，工业品价格下行，生
产经营成本略有上升，以及部分
行业企业竞争性降价等拖累了整
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
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工业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挑
战。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把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贯穿到新型工业化
全过程，扎实推进稳增长、保安
全、促升级，巩固和增强工业经济
回升向好态势。”金壮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