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市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2020年 10月 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

题会议，其中“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

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会议内容

具有重要意义并引起了广泛关注。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重

要基础性制度，退市制度的改革关系到资本市场的长远发

展。结合新《证券法》等规定，一起来了解下上市公司退市

制度的相关内容。 

新《证券法》关于退市制度的优化 

退市一般是指上市公司由于未满足交易所的上市标准

而主动或被动终止上市的情形，即上市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交易，由上市公司变为非上市公司。关于退市，

原《证券法》第 55条、第 56条、第 60条、第 61条分别规

定了股票、公司债券先暂停上市、后终止上市的程序及其暂

停上市、终止上市的具体情形。 

对此，新《证券法》第 48条第一款规定：“上市交易的

证券，有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的，由证券交易所

按照业务规则终止其上市交易。”新《证券法》将原《证券法》

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简化了退市程序，取消了股票、公司债

券暂停上市的规定，不再规定股票、公司债券终止上市的具

体情形，授权证券交易所按照其业务规则来进行规定。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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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对退市制度进行了精简与优化，体现了其尊重市场的

立法理念。 

现行退市制度的规范与类型 

新《证券法》将证券终止上市的情形授权证券交易所的业

务规则来规定，实际上是在规则上的进一步明确，为将来完

善退市制度预留了充足的制度空间。目前，证券交易所已就

退市制度规则的衔接作出相应安排。对于已经实行注册制的

科创板与创业板，关于其退市制度的规范分别体现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4 月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年 6月发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两者均设置了专章对

退市制度进行了详尽规定，包括了退市类型、听证与复核、

退市整理期等退市制度的核心内容。 

就现行退市制度的类型而言，可分为强制退市和主动终止

上市。其中可引发上市公司强制退市的情形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比如上市公司欺诈发行、重大信

息披露违法等；第二，交易类强制退市，比如上市公司连续

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等；第三，财务类强

制退市，比如上市公司明显丧失持续经营能力，财务指标不

符合上市交易标准等；第四，规范类强制退市，比如上司公

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等。 

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的意义 



退市制度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建立常态化

退市机制具有如下意义： 

其一，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优胜劣

汰。市场化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目标，其本质是明确政府

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

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优胜劣汰也是市场的基本竞

争规律。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的一部分，同样也遵循着优胜劣

汰的竞争规律。一个持续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应当有畅通

的“入口”，即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和资本枢纽的功能，允许符

合条件的优秀公司能够便捷地进入市场进行融资和交易。也

应当有完善的“出口”，使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退出资本市

场，降低市场的整体交易成本。因此，常态化的退市机制能

够加速资本市场正常出清，促进资本市场的完善。 

其二，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有利于保障注册制的的全面

有序推行。目前，科创板、创业板已经实行注册制，全面推

行注册制离不开配套制度措施的跟进，而退市制度正是注册

制的重要配套制度措施之一。注册制强化信息披露，注重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公司进入市场的门

槛，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只进不出。注册制的推行需要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离不开高效的退市机制。常态化的退

市机制，完善的退市标准以及精简科学的退市程序有利于保

障全面推行注册制。 



构建有效的市场秩序非一朝一夕之功，持续健康有序资

本市场的形成需要经历不断演进、调整完善的过程。新《证

券法》实施之后，退市制度的规范体系也在朝着常态化、精

细化的方向不断完善。相信退市制度的完善对于保障注册制

的全面推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全以及助力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保护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