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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教师出席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 

缪因知、杜晶、方园的参会论文获奖

[发表时间]：2013-05-02 [来源]：法学院  [浏览次数]： 

  4月22日，“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20周年纪念论坛暨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隆重

召开。来自全国金融监管部门、司法界、金融机构、学界、企业界、传媒行业，中国台湾、香港，以及美、德、日

等国的专家学者200余人参加了会议。我校法学院教师郭锋、曾筱清、吴韬、张琪、邢会强、杜晶、董新义、缪因

知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旨在纪念国务院颁布实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0周年，全面回顾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的

伟大成就和经验，深入讨论和分析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瓶颈和困难，理性思考和展望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的未来道

路和趋向，并同时庆祝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成立五周年。      

 

  郭锋教授作为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发表了题为“中国证券法的变革与发展走向”的主旨演讲，提议应充分

借鉴发达国家金融变法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以现行《证券法》为基础，制定中国版的《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

法》，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包括证券、投资性的银行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

等）纳入该法中统一规制，对这些金融商品采用统一的信息披露制度、反欺诈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功能性

监管机制；呼吁证券法学界致力于研究建立新兴的金融服务法学。 

 

  邢会强副教授在小组发言中指出：证券违法犯罪与其他金融违法犯罪不同，证券违法犯罪的受害人即投资者是

遍布全国甚至是全球的，而其他金融领域的受害人一般都在当地；证券违法犯罪是“外地资金流入本地型”，而其

他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是“本地资金循环流动型”。因此，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时经常发生地方局部利益与证券

市场整体利益的冲突。为了应对地方保护主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积极性不足、金融审判的专业化和快捷化等问

题，建议在北京设立“全国金融特别法院”和“全国证券特别检察院”。 

  杜晶博士在小组发言中指出：但凡接受金融服务或购买金融商品，就成为与提供服务或商品的金融机构相对立

的消费者一方。承认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本身之间存在异质性并不意味着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概念的彼此对

立。因为，对于那些消费、购买高风险金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来说，即使冠以“金融投资者”的标签，也不能否

认其与金融机构之间已经存在的金融服务消费关系。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二者的保护

机制亦不冲突。金融消费者、金融投资者制度的建立能促进我国场内衍生品交易的建设和完善，也有利于我国明

晰、统一金融商品的概念。 

  论坛闭幕式上，曾筱清教授宣布了获奖论文名单，共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两篇、三等奖十篇、优秀奖九篇。缪

因知博士的论文《境外上市对国企治理之影响研究》荣获三等奖，杜晶博士的论文《小议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

金融投资者的关系》以及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方园同学的论文《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中的估值调整



机制合法性问题探讨》分别荣获优秀奖。 

  本次论坛由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华夏时报、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永生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大先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北京大学

法学院联合主办。 

  我校法学院为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和秘书处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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