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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券法学》共分11个章节，主要对证券法学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证券与证券法
、证券交易、上市公司的收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等。
《证券法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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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证券与证券法第一节 证券与证券市场一、证券的概念、特征和分类二、证券市场的概念、特
点、分类和功能三、证券法规定的证券第二节 证券法基本理论一、证券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法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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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条件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程序第三节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条件和程序一、上市公司公
开发行证券条件的一般规定二、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三、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四、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五、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程序第四节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及上市的条件和
程序一、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分析二、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和申请上市的条件三、公司债券公开发行
及申请上市的程序第五节 证券发行审核一、证券发行审核制度概述二、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演进
三、我国的证券发行核准规则第六节 证券承销与保荐一、证券承销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第七节 暂
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一、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二、公司债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第三章 证券交易第
一节 证券交易概述一、证券交易的概念和特点二、证券现货交易与证券非现货交易三、证券集中竞价
交易和非集中竞价交易第二节 证券交易规则一、证券交易的基本步骤二、证券交易的特定规则第三节
证券短线交易及归人权一、证券短线交易二、归入权及行使第四章 信息披露第一节 信息披露制度概
述一、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念和作用二、信息披露的分类三、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第二节 发行和上市的
信息披露一、发行和上市信息披露概述二、发行和上市信息披露的主要法律文件第三节 持续信息披露
一、定期报告二、临时报告第五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第一节 上市公司收购概述一、上市公司收购的概
念二、上市公司收购的分类三、证券法律原则在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中的体现第二节 权益披露规则一、
权益披露规则概述二、权益披露规则的内容第三节 要约收购一、要约收购概述二、强制要约收购的具
体规则第四节 协议收购和间接收购一、协议收购二、间接收购第六章 证券交易所第一节 证券交易所
概述一、证券交易所的概念和特征二、“会员制”和“公司制”证券交易所第二节 证券交易所的设立
与组织机构一、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条件二、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机构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的职能及特别义
务一、证券交易所的职能概述二、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三、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义务第七章 证券公司
第一节 证券公司概述一、证券公司的概念与特征二、我国证券经营机构的演变第二节 证券公司的设
立一、证券公司的设立原则二、证券公司的设立程序三、证券公司的设立每件第三节 证券公司的业务
类型一、证券经纪二、证券投资咨询三、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四、证券承销与
保荐五、证券自营六、证券资产管理七、其他证券业务第四节 对证券公司的管理一、建立以“净资本
”为核心的风险防控体系二、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第八章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第九章 证券交易服
务机构和证券协会第十章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第十一章 禁止的交易行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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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证券与证券法　　第一节　证券与证券市场　　一、证券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三
）有价证券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有价证券作若干分类，通常，分类研究可以更深入、
更全面、多角度地了解某一客体的特征。
　　1.根据制作证券之目的的不同，可将有价证券分为设权证券和证权证券。
　　所谓设权证券，是指证券作成（签发），证券权利方能产生，表现为形式的证券参与创设证券实
体权利。
典型者如票据，若无形式的票据，即无实质的票据权利，不过，权利人依旧享有因基础关系而产生的
民事债权。
　　所谓证权证券，是指证券作成是为了证明证券权利的存在，反过来说，这类有价证券，若无形式
的证券，并不影响证券权利的存在，但作成证券，可证明证券权利并利于流通，典型者如股票。
而且该类证券即便损毁灭失，权利人只要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以证明其权利主体资格，即可行使相应
的证券权利，不以持有形式的证券为行使证券权利的必要条件。
　　2.根据证券权利的行使及转让是否以持有形式上的证券为必要条件，可将有价证券分为完全有价
证券和不（非）完全有价证券。
所谓完全有价证券，又称“绝对证券”，是指行使或转让证券权利，必须持有证券。
票据是典型的完全有价证券，行使票据权利，必须提示票据。
　　所谓不完全有价证券，又称“相对证券”，是指行使或转让证券权利，不以持有证券为必要条件
。
不完全有价证券较为多见，实践中，不完全有价证券的常见形态，一般就是资本证券。
　　3.根据证券券面上是否记载权利主体的姓名或名称，可将有价证券分为记名证券、指示证券和不
记名证券。
所谓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记载权利主体的姓名或名称的证券。
　　所谓指示证券，是指证券权利人须由证券券面所记载主体指定的证券。
　　所谓不记名证券，也称无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权利主体的姓名或名称记载空白的证券。
　　这一分类的意义，主要在于不同证券的转让方式有所不同，而且大多数学者即将“证券转让方式
的不同”作为该证券分类的标准。
一般来说，指示证券的转让，应背书并交付；不记名证券的转让，仅交付即可；而不同的记名证券，
转让规则有所不同，比如记名股票，除背书或签订转让合同、交付外，还需履行过户手续或法律规定
的其他手续，而记名提单则不得转让。
　　另外，证券转让包括支付对价的转让和不支付对价的转让，前者即指证券买卖（交易），后者主
要有赠与、继承、质押、主体合并等导致证券转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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