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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无纸化的思考始于七年前，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也发现了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两年前，《证券之死：从权利证券化到权利电子化》一书出版。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关于无纸化的书。
正如两年前这本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我试图论证的不仅是传统证券法理论，以及以此理论为基础而
展开的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死亡，而且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证券的死亡。
《证券之死：从权利证券化到权利电子化》一书从宏观上研究传统的证券法理论，以及作为社会现象
的证券在无纸化之后所面临的困境。
毫无疑问，该书为我进一步研究无纸化的法律问题确立了框架，明确了方向。
然而，只有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才能为立法和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
因此，我着手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法律问题，试图对相关问题进行澄清、梳理。
正如法布尔把未知世界比作黑暗中的拼砖画面一样，无纸化给资本市场带来的诸多挑战，同样是黑暗
中的一幅拼砖画面。
探索者只有一步一步地移动，一小块一小块地用手提灯照亮方砖，才能使已知构图的面积逐渐增大。
只有照清了未知事物的面目，才能揭示真相，发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无纸化所涉及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就如同那一小块一小块的方砖。
我试图逐一研讨。
这些问题，有的可能已经不是微观而是微小了，但我相信见微知著。
前几年发生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国债回购危机就是由交易制度的微观结构缺陷造成的，是交易规则忽
视了国债无纸化所引起的疏漏造成的。
制度设计的细微之处是否扎实往往决定着制度的优劣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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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以证券的无纸化为研究对象的专业著作。
作者以A股市场为中心，从微观的视角，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细节的历史考察，梳理了相应的实
践演化以及制度变迁。
具体言之，作者在系统分析和研究了证券的形式尤其是股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以及证券的登记、
存托管和结算等问题之后，结合我国证券法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着眼于证券无纸化的发展趋势，
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立法建议和制度完善的构想。
为我国证券无纸化的发展和证券法与公司法的繁荣带来了新视角、新思维，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

作者简介

范中超，法学博士，曾服务于检察系统、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做过博士后研究，现供职于中国政法大
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导论　一、证券之死　二、“无纸化证券”的用法与所指　三、要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四、内容　五、超越对学术意义的思考第二章  股票不是股份的唯一形式　一、股票的两种形式　
二、股票的要式性与文义性　三、股票不是股份的唯一形式第三章  票面金额名存实亡　一、从多元
到一元　二、从股票发行到股份发行　三、票面金额、股票面值、每股金额、每股面值、每股净资产
　四、票面金额、每股金额与股份发行　五、结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第四章  记名股票之惑　一、记名股票与无记名股票的区别　二、善意取得　三、我国资本市场对记
名股票情有独钟　四、账户实名制不等于股份记名　五、区分股份类别与股票类别第五章  证券登记
的异化　一、股东名册的法律效力　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角色　三、股东身份的确认方法　四、
过户登记的异化　五、过户登记技术　六、无纸化之后的证券登记第六章  托管存管为哪般　一、疑
问　二、无纸化消解证券保管　三、指定交易制度与托管券商制度　四、托管存管为哪般第七章  结
算　一、原理　二、问题　三、招数　四、无纸化无需交收　五、业务规则第八章  立法建议　一、
修改《公司法》　二、修改《证券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证券无纸化的法律问题>>

章节摘录

插图：将无纸化之后的账户记录拟制为“证券”是一场阴差阳错、不折不扣的误会。
不过，虽然账户记录被称为证券是错误的，但这个账户仍然是记录财产出入情况的。
例如，记账式国债账户所记录的就是投资者对中央政府所享有的债权变动情况，股份账户反映的是投
资者股份的变动情况。
也就是说，账户记录对应的不再是作为物的表彰民事权利的证券，而是抽象的民事权利本身。
然而，账户记录只能作为这些权利的证明，而不能像纸面凭证那样，成为这些权利的化体。
无纸化消灭了纸面凭证，没有纸面凭证就没有证券所有权。
账户记录，目前是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信息，即电子记录，虽能为人力所支配，
但既非有体，也不是自然力。
我们很难把电子记录定性为民法上的物。
电子记录不是物，也就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证券表彰民事权利，但这些民事权利本身不能成为证券所有权的客体。
《物权法》将物权的客体分为两类：物与权利。
《物权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因为对物的归属被界定为对物的所有权，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权利的归属界定为对权利的所有权，但
是，从法律逻辑上讲，权利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原因有二，一是《物权法》有关于权利可以成为
物权客体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权利就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所有权并不是物权的全部。
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已有法律规定权利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如《担保法》关于权利抵押和
权利质押的规定。
二是如果权利能够成为所有权的客体，那么所有权就会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就可以将一切财产
权利一网打尽。
这样一来，便产生了债权所有权、知识产权所有权、继承权所有权、股权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所
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所有权、抵押权所有权、质权所有权，甚至对所有权的所有权等不伦不类的荒谬
概念。
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所有权只是物权的下位概念，是财产权利的一个类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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