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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侵权行为也层出不穷，但

我国现有的证券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却无法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全面有效的保

护。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如果我国现有的证券

民事诉讼制度不能够有所创新，证券侵权行为将得不到有效地司法解决，

投资者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切实地保护。集团诉讼从“衡平法”发展而来，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与改革，已成为美国解决证券民事案件的最主要制度，

其在对投资者权利的充分保护以及遏制证券违法行为等诸多方面的良好效

果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本文对美国证券集团诉讼中主要内容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介绍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

具体建议。 

本文包括引言、正文与结语等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又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为证券集团诉讼概述，主要介绍了证券集团诉讼的概念、特征、主

要功能及其与共同诉讼的区别；第二章概括性地介绍了美国集团诉讼制度

的法律框架和基本内容，主要对集团的确认与通知程序、选择退出制度、

胜诉酬金制度和和解程序进行了介绍，并对这一机制的实际效用作出了评

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接着

阐述了引进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四章提出了构建我国

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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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curity market, various securities tort 

emerged gradually. However, our current securities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fails 

to provide the investors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vestors’ rights is the key issue for the security market’s 

development. If there is no innovation in our current securities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the securities tort will not get effective judicial settlement and thus the 

investors’ rights can not be protected. Class ac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Equity 

Rule. With many years’ development, class ac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 in securities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in America. It has drawn a 

worldwide attention for its superiorities in dealing with securities tort, 

securities violations curb, investors’ rights protection. This thesis analyzes and 

assesses the US class action in an adequate way, and further rais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adopt and establish class action system in China. 

This thesis includes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nclusion. The text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the overview of class action, i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functions of class ac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 action and joint action. Chapter Two describes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US class action, including the certification and 

notification of the class, opt-out mechanism, contigent fee mechanism, settlement process, 

assesses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system. Chapter Three represents the statu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ese securities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necessit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into China. In Chapter 

Four，the author raises som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adopt 

and establish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Representative Action; System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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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证券市场自 1990 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以来，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不断建设和发展，目前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与此同时，证券市场上也频频出现了证券侵权案

件，如银广夏虚假陈述案、红光实业欺诈发行股票案、大庆联谊虚假陈述

案等，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法

律制度的缺失，投资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难以得到民事赔偿，

因此如何保护人数众多且分布广泛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

的焦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54、55 条关于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的规定是我

国群体性案件诉讼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因相关制度不完善，在实践中长期

处于闲置状态，甚少被法院所适用。自银广夏造假案被《财经》杂志披露

以后，社会各界要求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最

高人民法院于 2002 年 1 月 15 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

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就由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责任作了原则性的程序规定，而且

还规定以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为法院受理案件的前置条件。2003

年 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

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

定》对以前原则性的证券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填补了司法实践领域适用

法律的空白，对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侵权案件具有重要的规范

作用。①但该《规定》中明确禁止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的人

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运用，阻碍了广大中小投资者民事权利的实

现。 

美国的证券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证券市场，其重要一

点就是其拥有一套成熟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美国是最早以制定法形式规

                                                 
① 黄振中.美国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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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集团诉讼制度的国家，也是发达证券市场中集团诉讼最为发达的国家，

其集团诉讼制度在处理证券侵权纠纷、遏制证券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权

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借鉴美

国相关制度的结果，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足一直是其主要缺陷之一，而投

资者信心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有的证券民事诉

讼制度进行改革。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能否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学界主要有两

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应继续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无需进行根本性

的修改。例如，江伟、肖建国认为，“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兼收了选定当事人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的长处，同时在内容上又有所创新，

避免了上述两种诉讼类型的缺陷，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解决群体性

纠纷的代表人诉讼。”①；傅郁林认为，“它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在结合我

国国情并融合两大法系法律制度的诸多尝试中最难得的成功范例。无论是

在我国法系传统背景下汲取外国优点和剔除其弱点方面的理论兼容能力，

还是从考虑我国当事人诉讼和平衡各方利益等方面的制度可行性来看，代

表人诉讼制度几乎都无可挑剔。”②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代表人诉讼

制度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遭遇到了尴尬的境地，无法发挥

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例如，王忠山认为，“考察十年来的司法实践，代

表人诉讼这种诉讼形式很少被援用，甚至有立法资源被浪费之嫌，除去若

干客观因素外，制度设计本身也值得我们反思。”③；杜要忠认为，“从合

理保护投资者权利、促进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以及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等方面

的要求出发，有必要尽快建立我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④笔者认为，目

前我国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不完善，代表人诉讼因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问题，

使其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若再坚持适用，

将无法解决我国证券民事诉讼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应当看到，集团诉讼制

度中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本文力图通过介绍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中

的相关内容，将其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我国证券民事诉

                                                 
① 江伟,肖建国.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J].法学家,1994,(3):4. 
② 傅郁林.群体性纠纷的司法救济[J].法学家,1994,(4):35. 
③ 王忠山,伍红.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其改革对策[J].法学家,1994,(3):4. 
④ 杜要忠.美国证券诉讼程序规则与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2002,(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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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构建我国证券集团诉制度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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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券集团诉讼概述 

集团诉讼并不是我国法律制度上的明确概念，更多的是一个舶来品或

者描述人数众多的诉讼的习惯上的称谓，为了更好地把握对集团诉讼的了

解，我们有必要先对集团诉讼的概念作一介绍。本章就证券集团诉讼的基

本内容作了概述，主要包括证券集团诉讼的概念、特征、功能及其与共同

诉讼的区别。 

第一节  证券集团诉讼的概念  

对于集团诉讼的定义，不存在统一的界定。《哥伦比亚法律词典》对

集团诉讼的定义是：“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

系的人提起诉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①《布莱克法律词

典》对集团诉讼的定义是：“集团诉讼是指当一个大规模的群体与某一事

实有利害关系时，一人或数人代表更大的一群人所进行的诉讼。”②本文采

用我国学者江伟对集团诉讼的定义：“集团诉讼，是指一个人或数个代表

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的利益，代表全体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

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而且对

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同样具有约

束力。即集团诉讼是由一个或几个有可能充当原告或被告的人代表所有成

员，就一般影响到整个集团的争议提起诉讼或被诉。”③ 

证券集团诉讼是集团诉讼制度在证券领域的应用，是指当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因他人证券的侵权行为而受到侵害时，投资者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

在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并获得司法救济。 

                                                 
① 哥伦比亚法律词典[Z].511.转引自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52. 
② 布莱克法律词典[Z].103.转引自任自力.证券集团诉讼研究:国际经验&中国道路[M].北京:法律出版

社,2008.31. 
③ 江伟,贾长存.论集团诉讼[J].中国法学,198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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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券集团诉讼的特征  

具体分析，证券集团诉讼具有以下特点： 

一、诉讼当事人人数众多 

证券集团诉讼中至少有一方当事人（一般为原告方）人数众多且分布

广泛，多到不可能全部出庭，因为狭小的法庭根本不可能容纳所有的当事

人都到庭参加诉讼，因而只能借助于其他方式来实施诉讼活动。“小额多

数”（Small claims, Large scale）是证券集团诉讼最主要的特征，也是适用

集团诉讼制度的前提，并且人数越多，越能显示证券集团诉讼的优势。人

数的规模达到多少才算是众多，各国立法规定并不一致。例如，《美国联

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是“成员众多，不可能进行全体成员的共同诉讼”，

但多少才能称为众多，得由案件本身决定。在有的案件中，350 人被认为作

为集团人数太少，而在有的案件中，24 人即足以组成集团。① 

二、集团成员之间有共同的利益 

在集团诉讼中，集团成员因为共同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而处于相同的法

律处境，因而使整个集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集团诉讼成立的前提

条件。对于“同一性”的界定和理解，有着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总得来说，

是在慢慢地趋向于宽松。大多数学者认为，不应该对集团成员利益的共同

性做狭隘的理解，若过于严格地去界定共同的利益，就不能发挥集团诉讼

的功效，这样做不但不能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还会放纵侵权行为人。

所以，一般情况下，并不要求集团诉讼中所有成员的甚至大部分成员的问

题是共同的，只要集团成员有部分问题具有共同性即可。所谓“共同的法

律问题”，在实践中的具体例子有：如某个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规或规

定所引起的争议，认为该法规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的多数人便构成一个集团。

②在证券侵权领域，众多投资者因为相同的证券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可以

说他们面临有共同的法律和事实问题，彼此之间有共同的利益。 

                                                 
① [美]史蒂文·苏本.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M].蔡彦敏,徐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90. 
② 庄淑贞,董天夫.我国代表人诉讼与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J].法商研究,199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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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团成员利益实现的间接性 

在一般的侵权情况下，应由权利人亲自或者委托代理人提起并参加诉

讼，行使诉讼权利，权利的实现具有直接性。在证券集团诉讼中，集团成

员人数的众多性决定了不可能让所有集团成员参与到诉讼中，如果让每个

权利人都参与到诉讼中的话，会带来很多环节的重复和诉讼的拖沓，因此，

从诉讼经济和效率角度由一人或数人代表集团全体成员向法院提起诉讼，

并行使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即权利实现的间接性，代表人的诉讼行

为被视为各个成员的诉讼行为，诉讼结果对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力，其权利

通过这一诉讼模式间接地得到保护。 

四、诉讼结果的扩张性 

根据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法院判决的效力原则上只对参与到诉讼中

的当事人产生效力，没有参加诉讼的人不受法院判决的约束。但在证券集

团诉讼中，法院对集团诉讼案件的判决不仅对参加诉讼的诉讼代表人有约

束力，对那些未亲自参与到诉讼中的其他集团成员、甚至潜在的当事人都

具有约束力，这是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优势所在。 

第三节  证券集团诉讼的功能  

集团诉讼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其优劣的争论，但

该制度本身的价值和必要性已为世界各国学界所普遍认同。集团诉讼在形

式和目标上已逐渐脱离了传统民事诉讼领域，而成为一种适应特定实体目

的的特殊诉讼形式。①就证券集团诉讼的功能和价值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 

一、追求司法效率，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 

集团诉讼制度设置的目的之一即在于以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为众多

具有共同权益的当事人提供最有效的保护。② 无论是社会、当事人还是法

                                                 
① 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7. 
② 蔡彦繁,洪浩.正当程序法律分析——当代美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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