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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已成上市公司被调查主因

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2020年全年，共计87家

上市公司（包含实控人、董事）被证监会立案调查，73家

被行政处罚，总数较往年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2020年6月称得上“史上最强监管

月”——共13股相继被立案调查，仅6月11日当天，就

有太阳能、*ST康得、京基智农3家被立案调查。其中

浙江省的最多，共计18家，*ST目药、华星创业、中恒电

气、*ST联络、顾家家居以及中金环境均来自省会杭

州，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广东省有15家；再次是

江苏省有9家。

被立案调查的87家上市公司中，从上市板块来

看，涉及主板上市公司42家，中小板上市公司28家，创

业板上市公司17家。中小板的亚太药业成为2020年

首个被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化工、传媒、医药生物、

机械设备等是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企业最多的领域，违

规行为多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内幕交易、违反证券

期货法律法规等。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然成为上市公司及相

关方被立案调查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共计65家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

查，在立案调查原因中占比超七成。截至2020年12

月31日，8家公司已被证监会行政处罚，其余还在调查

阶段。

这与监管力度的不断升级息息相关。新证券法历

经6年修订，终于在2020年3月1日正式施行，从创业

板注册制改革推行，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在资本市场

犯罪规制领域的修订，再到新一轮退市制度出炉，中国

资本市场朝着市场化、法治化迈出关键步伐。

监管部门开出最大“罚单”
让破坏者付出代价

去年以来，监管部门依法加强投资者保护，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

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信息披露

造假等资本市场“毒瘤”从重处理，用法律约束上市公

司行为，为亿万投资者撑起保护伞。

2020年4月，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发生后，中国证

监会入驻瑞幸行使“长臂管辖”权。瑞幸咖啡财务造假

事件成为新证券法“长臂管辖第一案”。2020年6月，

证监会对獐子岛公司案做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

定，“扇贝去哪儿”故事迎来“全剧终”。此前，证监会使

出高科技“杀手锏”，借助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揭露

獐子岛财务造假原形。

2020年9月，监管层开出A股史上欺诈发行最大

罚单。已摘牌的乐视涉嫌欺诈发行案被罚2.4亿元。

2020年11月，中安科索赔案一审落地，中介机构招

商证券被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全国首例

未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例。

2020年12月14日，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正式落

地。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表决通过，

明确对“首恶”刑事追责，大幅提高违规披露、不披露重

要信息罪的刑罚力度。

2020年12月31日，杭州市中院对487位投资者

起诉五洋建设两只债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一案作出

一审判决，证券公司承担债券承销连带赔偿责任；作为

资信评级的评估公司，以及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所等

中介机构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彰显了最大限度保护投

资者利益的法律思维。

让破坏者付出破坏的代价，让装睡的“看门人”不

敢装睡，这是司法审判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基

本态度。

浙粤苏投资者维权意识最强
细数维权平台三宗“最”

以法治方式净化金融证券环境，优化中小投资者

权益保护，为此，银柿财经联合浙江法制报打造了专业

化的股民维权平台。自平台上线以来，维权股民数量

快速增长，2020年报名用户数达到6万人，较2017年

增长6倍，平台的影响力正逐步扩大。

从大数据统计来看，在全国范围内，浙江、广东和

江苏省的投资者维权意识较高；维权投资者年龄上，70

后、80后投资者维权意识较强。

截至目前，维权平台帮助投资者参与维权案件201

起，有67起案件获得胜诉或调解，败诉案件16起，胜诉概

率81%（注：单一违法事件引起的多个诉讼算为一起）。

索赔标的最高的上市公司是曾为上海“老八股”之

一的中安消。因为一场重大资产重组深陷监管风暴，被

处罚后还要面临投资者的巨额索赔——这是发生在A

股上市公司ST中安（600654）身上的一幕。根据2020

年11月28日最新诉讼公告，累计已有1420位中安科投

资者向上海金融法院起诉，索赔总金额超5.32亿元。

最“知错认罚”的上市公司为庞大集团。ST庞大

投资者索赔案于2020年9月15日迎首场开庭。9月

30日，浙江方广律师事务所代理的3名委托人向庞大

集团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在法院的主持下调解结

案，对方表示会将赔偿款执行到位。

与庞大集团形成鲜明对比，最会“拖延”的上市公司

为联建光电。因不服证监会行政处罚，联建光电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而在一审败诉后，联建光电又将此案进

行上诉。因行政处罚是投资者索赔案的审判依据，故导

致股民索赔诉讼拖延至2020年12初才首次开庭，距离

证监会对联建光电下达行政处罚已过去将近两年。

从单一上市公司的股民申请维权单数的累计速度

来看，股民对上市公司涉及违法违规事件后的索赔意

识明显增强。以延安必康为例，自2020年8月开始，

维权平台接受投资者维权申请后，数量快速增长，目前

维权人数已达8449名。

（《报告》由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数据等支持）

本报与银柿财经联合发布

2020年A股投资者维权报告
银柿财经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记者 高敏

刚刚过去的2020年，证券市场围绕投资者保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顶层设计更加完善、维权机制有所突

破、保护成效逐步显现，无一不折射出监管部门全力落实投资者保护。

哪里的投资者维权意识最强？投资者索赔金额最高是哪一单？“知错认罚”的上市公司哪家强？1月13

日，浙江法制报联合银柿财经发布《2020年A股投资者维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回顾2020年“强”监管

下的A股市场以及2020年股市维权热点，为广大投资者维权提供信息与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