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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股票质押制度的完善与建构

———与《证券法》的联动

王乐兵

　　内容提要：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和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是国内外证券市场普遍存在
的两种股票质押交易形式，股票“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对于如何构造股票让与担保具

有重要影响。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的特殊制度优势使其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

其对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聚集和扩散亦会产生较大影响。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和２０１８
年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的发生源自《物权法》和《证券法》等法律规范对股

票让与质押缺乏立法回应，更缺乏有效监管，对于各类杠杆资金进出股市的方式、规模和

交易逻辑更缺乏深刻理解和整体把握。《民法典》物权编和《证券法》应当对证券担保融

资实现联动监管，在《民法典》构建股票质押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基础规则的同时，同时由

《证券法》确立其公共监管框架，并辅以能动金融司法，共同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

关键词：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　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　融资融券　股票质押式回购
场外配资　系统性风险

王乐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股票质押是证券市场一类特殊但极重要的股票交易，且与银行、保险等市场密切关

联，兼之２０１５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和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
化，使得股票担保融资对资本市场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２０１８年
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致使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部分上市公司股东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影响了证券市场稳定和债权人利益。由此，股票质押开始引起市场和监

管者的关注。《证券法》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修订通过，“一审稿”曾专列一节规定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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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旨在突破《物权法》的藩篱使“股票让与质押”的合法性获得承认，但最终被搁置，

并未在正式文本中进行规定。值得庆幸的是，在《民法典》物权编中，通过缓和流押和流

质的效力而为让与担保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制度空间，但其对股票让与担保的特殊交易规

则仍缺乏制度供给。由此导致股票担保融资只能适用各类监管规章、交易所和结算机构

的业务指引，人民法院在处理纠纷时不得不自行出台各类审判指引。对此，本文拟结合

《民法典》《证券法》、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司法解释等深入讨论股票质押制度的法律

构造、法律效力、权利实现机制和公共监管机制，通过系统反思２０１５年以来的证券市场风
险事件，为《民法典》物权编相关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和相关纠纷解决提供理论支持，为维

护我国资本市场稳定提供些许探讨思路。

二　我国股票质押的历史演进及其问题

对于股票质押最直接的理解和认识均源自《担保法》《物权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

法律所确立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制度，也大部分仅限于此种认识。然而，我国金融市场上

实际存在的股票质押的交易形式、法律规范框架和操作模式均远远超出当前学界的理解。

除《民法典》物权编等规定的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我国在
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即已发展出了某些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Ｔｉｔ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ａｔ
ｅｒ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证券（主要是债券和国债）回购。〔１〕 经过多
年的实践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场外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和“场内权利让与型股票质

押”并立的市场格局，且场内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蓬勃发展、不断创新。

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是指在股票之上创设权利质权的担保交易，出质人在股票之上

仅创设定限物权，而保留对股票的所有权，其目的仅在于担保金融债务的履行。担保物权

型股票质押是场外业务，交易双方须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质押登记；若

债务人违约，债权人需要申请法院判决或仲裁，以实现其质权。当前，我国担保物权型股

票质押的交易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证券公司以其自营股票向商业银行及各类资管计

划进行的质押贷款，旨在弥补自有资金的不足。〔２〕 二是股东利用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设立的各类资管计划等进行场外股票质押融资交易，用于各

类资本运作，如股东杠杆融资并购、借壳上市、实现锁定期融资等。相比于权利让与型股

票质押市场，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规模并不大，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统计，其市场规模一直较为有限，即使在证券市场火爆的２０１５年上
半年，其融资余额最高也不过２９２４．５亿元人民币。〔３〕

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具体包括沪深两市的融资融券、上海证券交易所自２０１１年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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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５２条。
参见《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银发〔２００４〕２５６号。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统计年报（２００３—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ｚｄｊｓ／ｔｊｎｂ／ｃｅｎｔｅｒ＿ｄａｔａｌ
ｉｓｔ．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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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推出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以及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自２０１３年开始推出证券公司股
票质押式回购，〔４〕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此外，我国证券市场上

一直存在民间资本利用权利移转型股票质押发展的“场外配资”，并对２０１５年“股市波
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约定式购回交易市场规模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２０１５
年《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下称“融资融券新规”）之后，各类结构性资金纷

纷借道股票质押式回购进入股市，其市场规模开始迅速增加，２０１８年其市场余额达到５
万亿人民币，接近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前融资融券的市场规模，成为引发“股票质押强制
平仓风波”的根源。原因之一即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缺乏法律规范，其创设和交易的核

心法律规范竟然只是沪、深证券交易所联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颁布的《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规范性文件调整着一个巅峰时期规

模超过６万亿人民币的巨大市场。〔５〕 市场的繁荣与立法的滞后形成强烈的对比。
股票质押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展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催生了股市非理性上涨和投

机行为，危及金融稳定。便利的股票质押融资鼓励了部分上市公司不负责任的融资和投

资行为。因为获取资金方便，上市公司大股东将其所持股票质押给券商或相关资管计划，

并将获得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者并购。如备受争议的“宝万之争”，宝能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先后多次利用股票质押从银行、信托和各类资管计划中获得巨额资金用于上市公

司杠杆收购。此外，亦有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股票质押获得的融资从事各类资本运作、甚至

将资金转移至国外进行资产收购或者转移资产。与此同时，股票质押与“资管”等金融乱

象并存，上市公司高杠杆负债经营叠加监管政策变动导致了股票质押融资系统性风险的

集聚和扩散，催生了证券市场风险事件，影响了股票市场稳定。而在监管趋严（如２０１５年
融资融券新规、２０１８年资管新规）、内外部市场环境巨变和市场预期改变的情况下，这些
资金又借助股票质押的“强行平仓”机制非理性地退出股市借以保全自身，致使股票价格

急速下跌，加剧了市场震荡。而监管层和各地政府为了救助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出资成

立了各类产业纾困基金，客观上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综上，股票质押对我国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和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项基

础交易制度，人们有必要了解该制度的实质，国家更应通过立法对其进行详细规范和监

管，从而保障证券市场稳定。

三　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向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的变迁

随着券商向资本中介商的转型以及证券投资者融资需求的增加，投资者（股东）账户

内的股票成为满足双方需求的天然中介。相比于传统的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证券业对

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更加偏爱，陆续发展出了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式股票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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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洪艳蓉：《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法律性质与争议解决》，《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第９３页。
参见朱振鑫、葛寿净：《中国式爆仓风险：Ａ股股票质押全解析》，新浪财经，ｈｔｔｐ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ｔ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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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等新型“股票让与担保”业务。然而，这些交易所适用的特殊交易规则也与担保物权实

现规则相去甚远，其合法性仍有赖于对《民法典》相关规定的进一步解释以及未来《证券

法》相关规章的承认。

（一）比较法视野下股票质押的法律构造

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和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之间的差异并非仅仅存在于表面上交易

形式的不同，而是源自二者所适用的市场和机构不同，由此带来了交易结构的根本性差

异。股票不同于其他权利质权标的，具有极强的金融属性，作为债权人（或曰融出方）的

券商或资管计划（背后是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通常直接控制担保物，享有事实和

法律上处分股票的权利，因此，在券商以股票为担保开展质押交易、向投资者提供融资时，

投资者利用证券之所有权作为债务履行的担保即变得顺理成章。债务届期清偿之后，债

权人必须将同等的而非原出质证券返还给债务人，实际上亦无此必要。

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Ｕｎｉｆｏｒｍ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ｄｅ）第８－３１３（１）规定，在上市公司股
票之上创设担保权益，遵循证券转让的规定。因此，在证券之上创设担保权益，其交易结

构实际上遵循证券让与担保的逻辑。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在欧美国家盛行，与其通行的

股票“间接持有体系”密切相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纸质证券危机”之后，欧美证券市场
开始利用电子簿记录证券的归属及变动，所有证券均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集中保管，并将

证券公司登记为证券的所有人，因此，股票交易必须通过证券公司在交易所的席位进行，

而非在投资者与发行公司之间进行，建立了证券的“间接持股”机制。〔６〕 在“间接持股”

体制下，因为证券被直接登记在证券公司名下，后者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并享有对证券的

实质控制，投资者仅仅享有衡平法上的证券权益，证券权属的变动对投资者和发行人而言

变得不再必要，这在客观上为证券公司作为债权人进行的股票让与质押交易的实施创造

了有力的制度条件。

在股票间接持有的制度下，证券公司从法律上和技术上均“控制”了作为担保物的股

票，获得对担保物的“控制”意味着其作为债权人可以直接出售担保物而无需取得债务人

（股票实际所有人）的配合；因此，美国《统一商法典》第８编、第９编以及欧洲《金融担保
物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２／４７／ＥＣ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６Ｊｕｎｅ２００２
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均采纳了“控制”作为股票让与质押的公示方式，无需
进行登记。值得注意的是，第８－１０６规定的“控制”是以证券买卖为模板构建的、以保护
证券买受人权益为目的规则，债权人有三种方式实现对中介证券的“控制”：（１）债权人成
为证券权利的持有人，意即将证券转移至债权人的证券账户；（２）即使债务人仍然是证券
权利的名义上的登记权利人并行使证券权利、仍有权利进行证券交易，证券中介同意按照

债权人的指示处分担保证券；（３）第三方同意按照债权人的指令行动而无需获得权利人
的同意；而第８编的起草者格外强调了“控制”对证券之上担保权益的重要性，尤其强调
了不能基于传统普通法中关于质押的“移交占有”的理解对“控制”进行解释，这些规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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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代普通法中的“占有推定”以及类似概念，从而消除将普通法的“占有”适用于现代证

券存管实践所产生的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概念上的混淆。以“控制”公示股票上的权利，

深刻地反映了欧美证券市场股票“间接持有”的实践特征，并决定了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

的交易构造和适用的法律规则。

作为债权人的券商无须对股票之上的担保权益进行任何登记，因为债权人根据协议

直接取得了股票的“占有”或“控制”。股票“间接持有”制解决了权利让与问题，并创造

了让与质押的新的公示方式———“控制”，从而使得权利让与型金融担保物安排可以直接

根据其自身约定发生法律效力，在发生违约时可以适用终止净额结算抵销债务，〔７〕实现

优先受偿。而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能否直接适用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则需要进一步的分

析与论证。

（二）我国股票让与质押类型及其法律构造

与欧美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证券市场从建立之初的极短时间内就建立了证券电子

登记制度，并将上市公司股票直接登记在投资者名下，实行证券“直接持有”。此举在明

晰权属、强化投资者保护的同时，也导致我国证券公司无法像国外证券公司一样开展证券

让与担保融资，从而迫使其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股票让与担保样态，即

信托让与、直接让与和间接让与，分别对应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和场外配资以及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交易形式。

１．融资融券与信托让与
融资融券在国外被称为保证金贷款（ＭａｒｇｉｎＬｏａｎ），主要是指为股票买卖而提供的融

资或者融券交易。学界对融资融券的法律构造存在账户质押说、〔８〕让与担保说、〔９〕最高

额质押说、〔１０〕信托说等不同观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１４条采纳了信
托说，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

金账户内的资金，为担保证券公司因融资融券所生对客户债权的信托财产”，作为对现行

立法未承认让与担保的一种无奈应对。在这种信托法律关系中，信托财产为投资者账户

内的证券和现金，证券公司作为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上的担保权益，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为

共同受益人。然而，信托财产能否成为担保物用作担保债权的履行，遍观《民法典》均未

找到其法律依据；投资者和证券公司均得对证券账户内的金融担保物进行控制、处分也与

《信托法》的基本原理存在冲突。“股票直接持有”和股票让与担保制度的缺失造成了融

资融券的上述制度窘境。本文认为，应当承认融资融券的让与担保性质，以融资融券协议

和“控制”作为公示方式构造此种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交易，从而便利市场交易，推动股

票市场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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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股票质押中的直接让与
采用直接让与的股票质押交易有两种，即上海证券交易所自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推出的场

内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和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名声大噪的“股票场外配资”。约定式购回
交易属于买断式交易，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市场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场外配

资是指未取得金融业务许可牌照的企业或个人，超越经营范围为以股票买卖为目的的市

场主体提供股票担保借贷融资。配资方通常利用分仓技术，将自己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账

户分为若干个子账户，以存放客户保证金、配资资金以及买入的股票。账户内的保证金和

股票共同构成配资方借贷资金的担保，且均被置于债权人（配资方）名下，从而构成典型

的场外权利让与型股票担保融资。此种交易构造与欧美国家盛行的股票“间接持有”模

式下的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相同，配资方实际上扮演着证券交易中介的角色，但其合法性

亦因此被监管和司法实践所否认。

３．“间接让与”的股票质押式回购
不同于融资融券的信托让与和场外配资的直接让与，券商基于其市场优势发展出了

间接让与式的股票质押式回购。该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合约安排，即“一个合同，两次交

易，两次结算”。〔１１〕２０１５年股市震荡后对券商融资融券规模４倍杠杆的限制，有效地限制
了融资融券的规模，并且对其融资用途施加了更多限制，仅能用于购买股票，无法用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资本运作和收购；股票质押式回购自此以后逐渐成长为股票融资的主流交

易形式。相比于前几种交易形式，股票质押式回购的交易结构更加复杂：一方面，其仿照

“买卖＋回购”的方式对交易进行构造，融出方将获得标的证券及其股东权益的实质控制
权，尤其是当融入方违约时，证券公司于当日上报交易所后，次日即可卖出标的证券实现

优先受偿；另一方面，受困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承认让与担保的制度困境，其在形式上利

用质押登记确保融出方的担保权益，融入方基于股东身份仍享有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

决等权利，解决了控制权丧失等问题。

４．股票让与担保的公示
股票质押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公示。对此，实践中做法各不相同。

对于纯粹作为股票买卖融资工具的融资融券而言，因为其系场内交易，融资无法挪作他

用，且股票的频繁交易使得登记并不适用于融资融券，故而欧美各国券商在融资融券交易

中均通过“控制”的方式确保其担保权益，且均承认融资融券账户内资产的破产隔离地

位。〔１２〕 在担保融资中，债务人须将股票通过登记的方式移交占有给买受人，或者发行人

同意其将遵从债权人的指示（即使所有人仍被登记为所有权人）。〔１３〕 由此可见，在美国的

股票担保融资中，登记仅为“控制”的方式之一。利用“控制”作为股票质权的公示方式的

便利性清晰可见。２００２年欧盟出台的《金融担保物指令》即采纳了这一做法。
“控制”并未被我国《民法典》物权编所承认，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融资融券中融出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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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开设股票质押特别席位、用于存放和处分质押股票，以确保债权人对质押物的

实质“控制”。而在出质人将质押融资转移出券商账户并用作资本运作、资产收购或其他

用途时，债权人则失去了“控制”的可能，此时，登记即成为“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最佳公示

方式，有助于强化银行或证券公司对出质股票上的质权，确保其债权优先受偿。

我国证券“直接持有制”形成了对于证券让与担保的制度障碍，致使其依旧规定“转

移的证券为信托财产”。如前所述，融资融券的信托让与体制已经被证明在理论上和实

践中存在严重缺陷。从当前的实践来看，股票质押式回购是最符合我国股票让与质押的

制度构造，其将回购的原理和担保的逻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融出方较多的权利、

确保了其债权安全，登记则确保了担保权益的公示和市场信息的透明。

（三）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的法律效力

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之所以在国内外证券市场盛行，根源在于其借鉴衍生交易构建

的不同于传统担保交易的特殊交易规则而获取的制度优势，使其在设立、结算和权利实现

方面更有效率，并为我国实践所采纳。这些迥异于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的特殊交易规则

包括：

１．使用、处分担保物的权利
股票价值的不确定性，通常要求赋予质权人处分股票的权利（融资融券除外），特别

是股票价格出现巨大波动时，债权人可以根据市场形势买空或者卖空出质股票，从而利用

市场机会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经营效率，只要其在股票质押协议到期时能够返还出质人

同等数量的股票即可。但这一做法明显与传统质押的定义相冲突。对出质人处分股权的

问题，《民法典》第４４３条第２款采取了原则上禁止、例外许可的态度，仅仅规定了经质权
人同意对出质股票的处分权，且须将转让所得价格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但如果切换到股票权利让与质押的交易逻辑下，则融出方（债权人）对设质股票进行

处分不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因为股票法律上的所有权已被转移至债权人。担保物提供

者对接受者仅仅享有合同法上的、要求对方返还同等证券而非原始证券的请求权，因此其

须承受担保物接受者的破产风险。〔１４〕 金融担保物不同于普通的有体担保物，对其进行使

用通常不会损及其市场价值，甚至证券的及时处分有助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在证监

会和交易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中则对日常处分和违约处置进行了区分，即：在融入方（债

务人）没有违约情形时，融出方原则上不能处分出质股票，如股票质押式回购并不允许对

已做质押登记的股票进行出售，融资融券交易中证券公司也没有处分作为担保物的专门

账户内的股票；而在融入方（债务人）违约时，法律则赋予了融出方（债权人）对出质股票

进行处置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曾经在第 １６３条和
第１６４条第３款中规定了债权人的转质和使用、处分担保证券的权利，并明确了债权人归
还同等证券的义务。

２．自动终止合约、强制平仓与终止净额结算
当债务人违约或者发生约定的终止合同情形时，金融担保物的债权人可以立即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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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将证券按照市价直接进行场内违约处置，通过二级市场抛售出质证券，并以处分所

得优先清偿债务。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担保物具有高流动性和价值波动性，终止净额结

算对于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担保物协议的执行至关重要，当债务人陷入财务危机时，债权

人不会因此而陷入流动性危机；而传统的质押业务若双方无法协商一致，须通过司法途径

解决，这将影响债权人的流动性，甚至因债务人违约而产生连锁反应。

我国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相关规范文件确认了债权人按照约定处分担保证券

的权利，包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２６条第３款规定的“客户未能按期交
足担保物或者到期未偿还债务的，证券公司可以按照约定处分其担保物”的权利；《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第７０条规定了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违约处
置程序和方式，允许证券公司根据《业务协议》的约定处置标的证券，处置所得优先偿付

融出方，剩余孳息解除质押登记返还债务人。同时，《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

务办法》（２０１８年修订）第７８条赋予券商根据协议约定处置相应质押标的证券的权利，但
必须首先向交易所进行违约处置申报，申报成功之后即可按照约定进行平仓处理。

实际上，对于融入方违约时融出方享有的处分权，某些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也采纳了

类似做法，如规范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第２７条赋
予了贷款人及时平仓的权利，在借款人届期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时，该办法第２４条规定贷
款人可以不经法院强制执行而直接出售质押股票、直接实现受偿。这充分表明，基于股票

的金融担保物属性，即使是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也借鉴了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的权利实

现机制。

３．不受破产程序管辖和限制、实现优先受偿
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交易通过转让证券之所有权或证券权益而实现对债权的担保，

但这并不能确保其不受债务人破产程序尤其是破产撤销权的影响。〔１５〕 而在欧美权利让

与型股票融资交易中，净额结算的抵销可不必经过破产管理人的许可和债务人委员会的

认可，实际上构成一种优先清偿。欧盟《金融担保物指令》第８条亦明确规定，在破产或
重整程序启动之日、启动之前的特定时间段内进行的金融担保交易不得被宣布无效，在破

产程序或重整程序启动之后金融担保交易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此举彻底消除了强制平

仓以及终止净额结算面临的来自破产管辖和破产撤销权的不确定性。赋予此种“超级优

先权”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因债务人破产而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保障金融市场的流

动性不受到冗长的破产程序的限制，免致系统性风险。

上述特殊交易规则获得了我国银行、券商以及交易所等机构的青睐，在证监会和交

易所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明确承认了其在破产程序之外优先受偿的效力。如《证

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３０条规定，司法机关依法对客户信用证券账户或者
信用资金账户记载的权益采取财产保全或者强制执行措施时，证券公司应当处分担保

物，实现因向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然后才协助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并能先于法院

的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受偿。在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中，“质押标的证券、证券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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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著：《德国物权法（下）》，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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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或资金账户被司法等机关冻结或强制执行”被作为异常情形对待，《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仍是按照《业务协议》的约定进行处理，如

提前购回、延期购回或者终止购回等。〔１６〕 上述制度设计，体现了股票等金融担保物不同

于普通担保物的法律特性，即金融担保物作为还款的直接来源，通过抵销来实现债权，从

而实现优先受偿。

虽然实践中和理论上我国倾向于将股票质押视为担保借贷，但是，因为股票金融担保

物的属性和特殊的交易方式（让与担保），市场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担保的特殊交易规

则。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虽未承认让与担保，但实践中发展出的融资融券、股票

质押式回购、约定式证券购回等场内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以及“场外配资”均采用了上

述特殊交易规则，并有针对性地创造了多种“让与”模式，其交易逻辑亦被传统的担保物

权型股票质押所采纳，体现了市场对法律制度设计的深刻影响。然而，由于对股票质押融

资风险特征的认识不够深入，致使对股票让与担保交易的定性和监管出现了偏差，影响了

市场稳定。

四　股票质押的系统性风险来源

国外学者早在２０世纪７０至９０年代即已对股票质押的基本法律构造、适用的法律规
则进行了系统研究；〔１７〕“次贷危机”之后，部分学者又对证券担保特殊法律规则和系统性

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１８〕 我国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和２０１８年发生的上市公
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将股票质押的系统性风险暴露无遗，其自带杠杆的交易属性

及其所适用的特殊交易规则更进一步放大了其系统性风险。

（一）股票质押交易杠杆性及其微观交易风险

尽管股票担保借贷对于证券公司是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但对于借款人而言却并非

如此。举例而言，两个投资者做同样的投资：投资者Ａ用１０万元现金购买了等值证券，投
资者Ｂ利用１０万元现金和１０万元保证金贷款（假定年利率为５％）购买了价值２０万元
的股票；两者均持有这些股票一年。假定１年之后股票价格增长２５％，Ａ投资者的权益增
加２．５万元至１２．５万元，而投资者Ｂ的权益则增加了４．５万元（扣除利息），或者说增长
了４５％；若股票价格下跌２５％，则投资者Ａ遭受２．５万元的损失，而投资者Ｂ则减少５．５
万美元（含利息），或者说降低了５５％。由此可见，证券担保贷款的杠杆放大了收益和损
失，其助涨更助跌的效果极易使投资人在股市暴跌时遭受惨重损失。

证券担保融资在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以贝尔斯登为例，证券回购进行隔
夜拆借已经成为其长期的融资模式，规模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而其总资产仅为４，０００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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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２０１８年修订）》第８０条和第８１条。
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Ｍｏｏｎｅｙ，Ｂｅｙｏｎ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Ｐｌｅｄｇ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１２Ｃａｒｄｏｚ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０５，３０５（１９９０）．
ＳｅｅＭａｒｋＪ．Ｒｏｅ，Ｔｈ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Ｐａｙｍｅｎｔ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６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５３９，５３９（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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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是其自有资本的８倍。〔１９〕 在我国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期间，融资融券的参与机构和投
资者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场外配资的投资者亦如此。而因为股票价格下跌，致使参与质押

式回购的券商和资管计划损失惨重，而主动加杠杆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更是因此陷入困境，

从而酿成２０１８年“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由此可见，股票质押融资是一项杠杆性的
高风险投资活动，放大了投（融）资者的收益和损失，其特殊交易规则在提高交易效率和

流动性的同时，也助推了市场的波动，对金融风险控制和市场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大资管、场外配资的兴起与股票质押融资

当前，我国证券担保融资的资金提供方主要是证券公司（场内融资）和商业银行、

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从事证券担保融资交易，除利用自有资金外，还可以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平台、证券金融公司的业务平台及其他渠道融入筹集资金。自

有资金与后三类资金的占比决定了证券公司经营的杠杆水平，也影响到整个证券市场

的杠杆水平，对证券市场稳定影响巨大。银行理财、信托资金等借助融资融券、股票质

押式回购、“两融”收益权转让等交易形式通过各类资产管理计划进入股市，将大量银

行理财资金导入股市，助推了股票价格的上涨，也对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形

成了挑战。

实际上，资管产品（尤其是银行系资管）的一大特点是其资金系募集而来，且因为“刚

性兑付”致使其管理人具有极强的“保本本能”，其可以享受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超额收

益、但无法忍受股票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资管计划募资能力强、募

集资本数额大，其资金入市对股市上涨影响显著。如２０１４年９月之前，我国融资融券交
易余额不到１亿元人民币，而在资管资金对接融资融券交易后，其规模在２０１５年４月即
已高达５．４万亿人民币，且以融资为主（２０１５年４月峰值为４．７万亿），成为股市上涨的
主要资金推手；而２０１５“股市波动”之后，股票质押式回购成为资管资金进入股市的主要
通道，其市场规模在２０１７年底曾高达６．１５万亿元人民币，〔２０〕远超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期
间的融资融券余额。

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资金来源是“场外配资”。据估计，在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爆发前，
剔除收益互换、伞形信托等配资渠道，民间配资涌入股市的规模在１万亿元左右。〔２１〕 从
事场外配资的主体主要系无证券中介经营资质的机构，如传统的民间借贷机构，在证券市

场行情向好时为证券投资提供融资，但因为其杠杆更高，其助涨杀跌的效果较融资融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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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参见王乐兵：《金融创新中的隐性担保———兼论金融危机的私法根源》，《法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５９页。
在２０１５“股市波动”前，其初始交易额和购回交易额的峰值也不过是２６９３亿元和２１５２亿元人民币（２０１５年６
月）。参见朱振鑫、葛寿净：《中国式爆仓风险：Ａ股股票质押全解析》，新浪财经，ｈｔｔｐ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０９－２８／ｄｏｃ－ｉｈｋｍｗｙｔｐ６０９１５５８．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９－０８］。
参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报告：《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市场信心建设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资本市场》，该

报告将融资融券以外的融资均称为场外配资。此外，有学者将股票场外配资与保证金融资、股权质押贷款、伞形

信托、股票收益互换、结构化公募基金等并列为７个场外配资的渠道，配资规模超过３．７万亿元。参见缪因知：
《证券交易场外配资清理整顿活动之反思》，《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４８页。但这种描述性的统计否认了保证
金融资、股权质押贷款、资管计划、基金等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股票质押和约定式股票购回为证券从业机构和

投资者提供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因此，股票场外配资在本文仅指没有取得证券经营牌照而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融

资的非法融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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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质押式回购等更为显著，加剧了市场系统性风险。

（三）缺乏对证券融资金融机构的统筹监管

证券质押融资的资金在绝大部分来源于券商的非自有资金，尤其是商业银行、保险公

司、信托公司以及证券公司自己创设的各类资管计划。然而，《证券法》及相关规章却一

直缺乏对证券融资的有效监管。

一方面，从金融发展史来看，商业与金融一定程度的分离是现代金融监管的理论基

础，亦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的市场基础。我国《商业银行
法》承袭此种理念，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禁止其向非银行金融机

构和企业投资。然而，２０１２年券商创新大会之后，证监会和交易所开始允许其通过资管
计划为证券融资提供资金，作为融出方参与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规避了“分

业经营”的限制；保险公司亦是如此。更有甚者，部分保险公司甚至利用资管计划将股票

质押作为收购上市公司的融资工具，利用券商专项资管将巨额银行理财资金作为股票质

押的资金来源，引发了巨大争议。〔２２〕 相比而言，金融市场更加发达的美国，对金融机构持

股上市公司施加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如保险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全部股份

的５％。〔２３〕 资管的野蛮扩张突破了分业监管的限制，也使系统性风险在各细分金融市场
间传播，动摇了金融稳定的基石。

另一方面，作为证券公司的一项重要业务，基于上市公司股票而开展的各类担保融资

交易缺乏系统的监管。当前的监管实践表明，监管层将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传统

的股票质押以及日渐萎缩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视为性质不同的交易，并对其分别制定

了不同的规范予以调整；其后果是，当其中某一类交易出现问题时，监管层只对其中一类

交易施加监管措施，却忽略了其他同类交易，如２０１５年监管层将融资融券作为“去杠杆”
的重点监管对象，规定其市场规模不得超过券商自有资本的４倍，〔２４〕但其并未对股票质
押式回购做类似规定，〔２５〕彼时的“资产荒”和流动性过剩促使券商在此后大力发展股票质

押式回购。此举鼓励了上市公司大股东不负责任的举债和高杠杆扩张，成为２０１８年“上
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的根源。由此可见，应当对具有相同交易本质的股票担

保融资交易施加相同的监管要求，对证券公司利用表外资金为证券融资提供杠杆资金进

行有效监管，尤其应加强对理财产品、资管计划的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确立融资融券

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中自有资金和表外资金的比例，防止杠杆资金的无序入市、影响证券市

场稳定。

此外，杠杆率的监管不仅体现在作为融出方的券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身上，还应

对融入方进行监管，其最主要的监管方式是保证金比例、贷款比例以及可质押股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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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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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燕、楼建波：《企业并购中的资管计划———以ＳＰＶ为中心的法律分析框架》，《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第６６－６７页。
ＳｅｅＭａｒｋＪ．Ｒｏｅ，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９１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１７（１９９１）．
参见《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２０１５年７月修订）第２０条。
２０１８年修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后，并无明确的融资杠杆限制，其第６８条仅仅规定“证
券公司应当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股票质押回购规模监控和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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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美国的 Ｔ规则规定了不同的保证金比例计算方法，如证券市场现值的 ５０％
或１５０％，〔２６〕而我国则对此暂无规定，实践中多由（融资融券）合同约定；〔２７〕在贷款比例方
面，我国通常规定股票质押率上限不得超过６０％，实践中通常根据其所处主板、中小板和
创业板不同而有不同比率；在可质押股票比例方面，最新修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

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规定单只Ａ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不超过５０％，并且单一证券公
司、单一资管产品作为融出方接受单只Ａ股股票质押比例分别不得超过３０％、１５％。这
些措施从根本上限制了债务人的经营杠杆水平，也分散了券商等金融机构的风险，有助于

系统性风险的控制。

（四）微观交易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转化：股票质押特殊交易规则的角色

投资者利用股票质押获得的资金继续用于股票交易或者其他资本运作（如资产收

购），这在客观上吸引了更多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助推了市场上涨和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时，市场自身以及监管者会提出市场调整的需求，从而导致股票价格

波动。在此情况下，投资者会主动或被动地出售其所持股票以偿还融资。因为质押融资

警戒线和平仓线的存在，作为债权人的券商和资管计划可以从容地利用前述特殊交易规

则对担保物采取法律措施，如要求追加担保物、自由处分担保物和强制平仓。而借款人对

此没有任何对抗措施。当证券价格下跌时，其或者存入更多的金融担保物，或者出售为作

为担保物的股票，否则借款人的贷款账户将被以进行强制清算。

美国“次贷危机”、我国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和２０１８年“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
风波”的惨痛教训说明，这些特殊交易规则在避免因个别金融机构破产而引发系统性风

险的同时却助推了整个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扩散。其原因有三：

其一，在微观层面，股票质押融资增加了债务人的负债水平和经营杠杆，当债务人违

约时，债权人将金融担保物变现受偿，使债务人丧失了经营资金来源和资本支持，甚至使

出质股东丧失公司控制权。这些特殊规则虽然保证了债权人的流动性，但却加剧了债务

人的破产风险，并因其连锁效应而酿成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

其二，观察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和２０１８年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发生之
前的相关股票融资交易，基本可以分别追溯到２０１２年的券商创新大会和２０１５年的“融资
融券新规”。券商创新大会之后的互联网创新和各类资管交易促使各路资金借道场外配

资和融资融券进入股市，助推股市非理性上涨；场外配资和融资融券被封堵、市场主体转

向股票质押式回购之后，因其交易期限一般为２－３年，所以自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出现违约纠
纷或平仓纠纷符合市场预期。微观层面上的交易周期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周期具有内在的

周期性关联。

其三，从宏观上讲，在市场形成普遍下行预期时，允许债权人通过强制平仓而实现其

担保权益的做法，将诱发市场抛售潮和市场非理性下跌，而银行理财等各类结构型资管资

金因为“刚性兑付”的存在，促使其在股价下跌时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加剧了市场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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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震荡，成为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和２０１８年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的根
源之一。这也是为何“资管新规”要求资管产品破除刚兑的原因之一。因股票价格下行

和强制平仓而导致的市场预期重叠，强化了资本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由

此我们发现，法律制度不仅能够预防金融风险，也能够成为金融市场崩溃的加速器，此即

“法律与金融的悖论”，〔２８〕因此必须综合考虑这些特殊交易规则对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

影响。事实上，这些规则的设计不应仅考虑其对单个金融机构流动性的保障，更应从市场

整体稳定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其影响，而这恰恰是传统私法规则所无能为力的地方，故而来

自证券法的公共监管必不可少。

综上所述，股票质押融资交易既涉及到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衡平，亦涉及复

杂的证券市场监管。现行立法对于证券担保借贷行为的性质缺乏认定标准，更缺乏相应

的处置措施，证监会将其中某些监管权下放到了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当发生普遍的强

制平仓行为时，监管机构能否暂停“强行平仓”仍缺乏法律依据。对于证券担保融资的资

金来源尤其是场外配资亦缺乏相关的监控措施，致使大量资金违规入市；监管层人为“去

杠杆”的政策致使各路杠杆资金无序撤离股市，又反过来导致更多被质押的股票被强制

平仓，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沪、深两市在半月内蒸发了近１８万亿市值，生动地演绎了股票
质押系统性风险如何形成和爆发；而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监管的不利，又造成了２０１８
年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这是自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之后发生在我国资本
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的实例，若非政府积极救市，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由此可见，

必须从立法上对证券担保融资进行综合规范，根据其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和扩散机制，构建

更科学合理的私法和公共监管体制，从而防范可能的系统性风险。

五　中国股票质押制度的构造与监管

我国２０１５年“股市波动”和２０１８年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分别代表着
我国金融市场在资金端和资产端的去杠杆过程，有着深刻的市场变革背景，但监管者对法

律规则的僵硬适用凸显了对证券担保融资监管的缺失和盲目性。证券担保融资既需要来

自私法层面对其交易结构的系统构造，也需要证券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民法典》和《证

券法》的联动必不可少，有必要从担保法和证券法两个视角探寻股票质押的系统性风险

及其控制的可能制度路径。

（一）股票质押的私法规范路径

从《民法典》物权编相关规则和修改后的《证券法》来看，其均放弃了对股票质押进行

详细规范的努力。我国民事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风格和股票质押的强烈金融属性，

导致《民法典》物权编无法对股票质押予以细致系统地规范。在《民法典》和《证券法》的

立法和修法工作均已告成的背景下，对股票质押的私法规范只能借助于解释和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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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典》通过之前，《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２０１９〕２５４号）第７１条
就已经承认了让与担保；继而《民法典》第４０１条和第４２８条缓和了对“流押”和“流质”的
效力限制，不再认为流质约定无效，而是允许债权人依法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从司法实

践来看，不管担保财产是否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转让至债权人名下，人民法

院均课以债权人清算义务，须参照法律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优先

偿还其债权。就此而言，《民法典》为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的适用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依据。但问题并未到此停止。

一是对股票的让与及其公示须根据不同的市场场景作不同的制度安排。让与担保的

核心是将担保物所有权向债权人进行让渡，理论上存在“所有权构造说”和“担保权构造

说”两种不同观点，〔２９〕而《民法典》明显采纳了“担保权构造说”。具体到股票质押制度的

构建而言，核心是在“证券直接持有”的体制下寻找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的构造方式，明

确其法律效力。但我国股票“直接持有”制度导致股票转让过户面临着制度障碍。对此，

笔者建议区分场内和场外的股票让与质押，对于场内的让与质押交易，应当放弃现行监管

规章关于证券担保融资的信托交易构造，承认融出方可以通过特定账户或席位实现对出

质股票的实质“控制”，并具有公示效力；对场外的股票让与质押，应当借鉴股票质押式回

购的“间接让与”模式消除股票“直接持有”带来的制度障碍，通过质押登记确立作为担保

物的股票的独立地位，即独立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自有财产，仅服务于偿还贷款的交易目

的。“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作为股票让与担保的典型的场内和场外交易场景，

分别适用“控制”和登记作为其公示方式，确保其优先受偿效力。

二是特殊交易规则的承认和适用问题。鉴于《民法典》和《证券法》均未对使用担保

物、自动终止合约和强制平仓、不受破产程序限制实现优先受偿等特殊规则予以明确承

认，且其与《民法典》的担保物权实现规则存在潜在冲突，其唯一的解释路径是契约自由，

即在课以清算义务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之间关于股票让与担保的约定并依照当事人之

间的约定确定其权利义务。客观而言，证券让与担保及其特殊交易规则对于证券担保融

资市场的发展非常必要，但鉴于证券让与担保融资所采用的的特殊交易规则具有诱发系

统性风险的可能，必须明确应当适用股票质押特殊规则的证券标的和主体范围。就担保

标的而言，应当根据场内、场外交易场景的不同分别限定可进行让与担保融资的证券范

围，明确限售股的可质押性，并根据质押标的的不同确立其质押比例。从主体的角度而

言，应将特殊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而对于债权人为非金融

机构的股票质押融资交易，因为其与金融市场关联度并不密切，涉及登记和强制执行的规

则对债权人和第三人交易安全格外重要，因此，应适用《民法典》担保规则中的“一般”规

则。此举既可以实现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价值目标，亦有助于防范证券市场系统性金融

风险。因此，有必要明确股票质押特殊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确立不适用于金融担保物特

殊交易规则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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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范系统性风险：股票质押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证券担保融资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实非《民法典》所能胜任，需要在《证券法》层面上进

行公共监管。深刻理解股票质押在《证券法》中的地位，不能拘泥于传统民法的体系逻

辑，而应当具备敏锐的商法思维、更加重视金融市场融资实践和控制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

的需求。股票质押融资实质上是各类杠杆资金进入股市的制度通道，不仅关涉股票质押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安全，这为公共监管提供了正当性

基础。应当充分吸收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相关事件的经验教训，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要求
内化于相关制度之中，建立相关的公共监管框架，使监管者在对市场进行逆周期调节和干

预时拥有法律依据，以便维持市场稳定。

首先，当前仍缺乏对股票质押特殊交易规则适用的适当限制。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

债权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对担保物进行直接处分或曰强制平仓，以确保债权的安全；但当

市场普遍下行时，若允许强制平仓将进一步加大市场波动。为避免“股市波动”和“强制

平仓风波”的重演，应当赋予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市场紧急时刻暂停或延缓“强制平仓”

和“终止净额结算”的权利，通过“展期”延缓其对市场的冲击，以确保市场稳定。此举既

考验立法者的制度智慧，更考验监管者的实践智慧。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某些监管规范能

够起到延缓或者阻止“强行平仓”的效果，如《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第４条规定，“因司法强制执行、执行股权质押协议、赠与、可交换债换股、股票权益互
换等减持股份的，应当按照本规定办理”。

本文认为，当整个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极端情况时，应当减少强行平仓的数额、拉

长强行平仓的时间和节奏，以缓解其对市场的冲击。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减持若干规

定”等确立的“慢跑规则”限制强行平仓的数量或拉长其处分时间；另一方面《证券法》或

相关规章应当赋予证监会或者交易所在面对系统性市场危机时“暂停”或“延缓”强行平

仓的权利，如股票质押式回购的违约处置需要由券商上报交易所，而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

情况对此予以窗口指导或者暂停处置，从而避免市场崩溃，但应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避

免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其次，应当强化对股票质押融资主体的监管。应当将股票质押融资尤其是权利让与

型股票质押仅限于具有相关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如欧盟《金融担保物指令》及其

相关规章均规定了金融担保物提供者和接受者须均非自然人。〔３０〕 根据监管规章和相关

规范文件，能够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交易的主体仅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理财

计划等金融机构或载体，场外配资之所以被清理并非因为监管层所说的违反证券实名制

的规定，而是违反了证券经营管理的准入性规定，系违反了行业监管的强制性规定；因其

不受政府监管，经营杠杆过高，风险控制能力和抵御市场波动能力较差，无法有效保护投

资者，故应彻底否定其合同效力。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巨大教训来看，我国尚不具备放开

民间配资的条件。２０１８年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强制平仓风波”的发生表明，即使受到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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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券商等金融机构，面临短期的业绩压力，也会盲目推动股票质押融资，鼓励上市公

司不负责任地举债和盲目扩张，以致造成被动的市场困局。因此，证券监管必须对融出方

加强约束，融出方向客户推荐证券担保贷款之前，必须综合考虑到客户财务状况，确保其

“与客户的财务目标、风险承受度和需求相一致”，这对于保护投资者，无论是融资融券交

易中的中小散户，还是股票质押式回购中财力相对雄厚的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使其免受不

道德的证券借贷实践的损害至关重要。

最后，应当加强对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融资交易的监管。基于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市场

教训，笔者建议应当建立统一的股票质押融资交易信息统计制度，将各类股票质押融资交

易信息纳入统计范围，掌握质押证券的种类、数量以及证券融资资金的数量、来源等，尤其

是应当根据“资管新规”的要求加强监管协调，掌握各类结构化资金（如理财产品和各类

资管计划等）的入市情况；通过确定证券担保融资融出方的主体范围，切实把握进入股市

的资金来源、数量和入市节奏，实现对入市资金的全口径监控，有效控制流入股市资金的

规模。

另外，应当强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强化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

司通过各种通道进行股票投融资活动的监管，通过要求非券商金融机构披露其证券担保

融资情况，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对银行、保险等各路资金入市交易的协作监管，实

现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协调。〔３１〕 在此基础上，应当赋予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担保

融资更广泛的监管权，包括主体的适格监管、资本监管、投资者适格监管和保护，适格担保

物的范围的确定，以及基于市场情况判断采取逆周期调控举措；应当统一各类金融机构提

供证券担保融资的杠杆水平，对具体交易中的贷款价值比、融资提供方的自有资金与杠杆

资金比进行统一规定，对单只资管产品投资股票尤其是单一股票的比例予以限制；〔３２〕当

市场发生过度融资或者盲目扩张时，应当对融资市场总规模实行总额限制，开展逆周期调

控，防止市场过热。

（三）通过裁判规则弥补立法和监管之不足

２０１５年以来，监管层开始了“金融去杠杆”“减持新规”“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举
措，客观上对证券担保融资交易产生了影响，并且影响到了相关纠纷的裁判。由此，金融

司法对相关纠纷的定性和裁判成为讨论的焦点，尤其是监管规章对商事交易法律效力的

判断，这集中体现场外配资和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产生的纠纷中。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充分

发挥金融司法的能动性，〔３３〕在解决纠纷的同时维持金融稳定。

以场外配资纠纷为例，其核心争议问题之一是配资交易的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股

票场外配资违反了证券管理的规定，因而协议应当无效，这一点也为股票场外配资的融资

者在纠纷发生后所主张，试图通过否定协议的效力而取回自己的保证金。而法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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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比较模糊，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部分法院意识到股票场外配资违反了证券管理的规定，应当将其认定为无

效，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第７条规
定，场外股票融资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５２条第（四）、（五）项规定的情
形，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理由是“场外股票融资交易客观上破坏了金融证券市场秩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３４〕 这一做法也被后来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所

吸收和完善，用以判断金融交易合同的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法院在实际审理中却并非全盘否定股票配资协议的效力，强调“对于当事

人民事责任的裁决，应参考场外股票融资的市场背景、交易特征、亏损因果关系及操作性

等因素，并结合合同约定、当事人履约情况、过错程度予以综合考虑”。该纪要第８条规
定：“合同结算期届满，配资帐户中股票市值未触及合同约定的股票平仓线，融资方请求

配资方按照合同约定返还保证金及投资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如果配资方

的操作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就无须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返还保证金，合同约定得到了法院

的尊重。对这一问题前后矛盾的规定，虽然客观上解决了纠纷，但却人为制造了理论上的

混淆。实际上，对于场外配资而言，其融出方主体的不适格，对投资者保护的无视以及对

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的破坏，决定了其在现行私法上注定无效。

金融司法能动性在股票质押式回购引发的强制平仓危机中亦有体现，如上海金融法

院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颁布的《关于执行程序中处置上市公司股票的规定（试行）》，其处置原则
中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股票的处置应尽可能降低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有效维护证券市场

稳定，防范市场风险”，并且明确要求根据拟处置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确

定其处置方式，分别以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方式或网络司法拍卖

等方式实现股票质权。与此同时，金融司法的能动性与监管的协调也被明确下来，如该规

定第３９条明确因处置股票而引发减持或者导致实控人变更的，必须在股票过户后３日内
告知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由其进行金融监管的合规性审查。

通过对监管政策的积极回应，能动金融司法可以形成对金融监管的有力支撑，〔３５〕强化监

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及时回应金融创新对立法和监管的挑战。

六　结　论

由于股票的金融属性和直接持有体系，我国金融市场同时发展出了场内权利让与型

股票质押与场外担保物权型股票质押两种股票质押交易形式，二者在交易规则层面已经

日渐趋同。大资管通过股票担保融资将各类结构型资金引入了证券市场，满足了市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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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需求，打通了商业银行、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各类信托产品和民间游资与股票市场的通

道，其自带杠杆的特征和所奉行的特殊交易规则使其天生具有产生、积聚和扩散系统性风

险的特质。

《民法典》物权编相关规则对流质效力的缓和为权利让与型股票质押提供了制度保

障，但仍缺乏对其特殊交易规则的构建，需借助解释论和契约自由等进行进一步完善。

《证券法》亦应为证券担保融资（尤其是让与担保）构造相应的监管规则，并将控制系统

性风险的要求内化于股票质押市场的制度设计和监管框架中，尤其是主体监管和行为

监管。在相关融资纠纷的处理中，应当发挥金融司法的能动作用，实现纠纷解决和维护

市场稳定并举。对证券担保融资交易市场的广泛监管必须建立在对股票担保融资机制

的深刻理解之上，必须综合考虑私法交易与公共监管的有机结合，避免实行简单粗暴的股

市监管规则和策略，从而防止因盲目监管引发的股市剧烈震荡。应当通过构造证券市场

股票质押融资的基础交易制度、监管制度和能动金融司法，改善市场监管，防范未来发生

新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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