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市场法律法规易混淆考点
1、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企业

人数 2 个以上合伙人 2 人以上 50 个以下，至少有一个普通合伙人

出资 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其他财

产权利、劳务

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

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协议内容 （1）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2）合伙目的和合伙经营范围；

（3）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4）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5）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6）合伙事务的执行；

（7）入伙与退伙；

（8）争议解决办法；

（9）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10）违约责任

（1）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2）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的条件和选择程序；

（3）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与违约处理办法；

（4）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出名条件和更换程序；

（5）有限合伙人入伙、退伙的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责

任

（6）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相互转变程序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职责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1）依法募集资金，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和登记事宜；

（2）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3）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

行证券投资；

（4）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5）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6）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7）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价格；

（8）办理与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

项；

（9）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0）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

和其他相关资料；

（11）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

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1）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2）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3）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

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4）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

相关资料；

（5）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

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6）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7）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

见；

（8）复核、审査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9）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0）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3、观察名单和限制名单

观察名单 限制名单

基本要求
证券公司以及或可能掌握内幕信息的，应当将

内幕信息所设公司或证券列入观察名单

证券公司采取信息隔离和披露措施难以有效管理利益

冲突的，应当将敏感信息所涉公司或证券列入限制名单

进出时点 ①证券公司开展保密侧业务时，应当在于客户 ①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上市辅导人、保荐机构



发生实质性接触后的适当试点，将相关项目所

涉公司或证券列入观察名单；

②当证券自营或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对某一上市

公司股票持有量占其已发行股份一定比例时，

证券公司应当将该证券列入观察名单，必要时

列入限制名单

或主承销商的，为担任前述角色的信息公开之日；

②担任上市公司股权类、债券类再融资项目或并购重组

项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财务顾问，为项目公司首次

对外公告该项目之日

4、一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

擅自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责任

责任分类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刑事责任

《刑法》

发行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

1%以上 5%以下罚金

单位 —— 判处罚金

直接责任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

行政责任

《证券法》

发行人 责令停止发行，退还募集资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非法所募集资金金额的 5%~50%

单位 依法取缔 ——

直接责任人 警告 50 万~500 万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的法律责任

责任分类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刑事责任

《刑法》

发行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

额 1%以上 5%以下罚金

单位 —— 判处罚金

直接责任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

行政责任

《证券法》

发行人 ——
未发行：200 万~2000 万

已发行：募资的 10%~100%

直接责任人 —— 100 万~1000 万

控股股东/控制人 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的 10%~100%，不足

2000 万的，罚 200 万~2000 万

保荐代表人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

情节严重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业务收入 1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

款

保荐代表人的直接责任人 警告，情节严重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50 万~500 万

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法律责任

罪名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非法吸收存

款罪

《刑法》

个人/直接

责任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

的，3 年~10 年

2 万~20 万，情节严重的 5 万~50 万

单位 —— 判处罚金

集资诈骗罪

《刑法》
个人

数额较大，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的，5~10 年

有期徒刑；

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

数额较大，并处 2~20 万；

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的，并处 5~50 万；

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并

处 5~50 万罚金或没收财产。



单位 —— 判处罚金

直接责任人

数额较大，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的，5~10 年

有期徒刑；

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

并处罚金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法律责任

责任分类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刑事责任《刑法》 直接主管/直接责任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2 万~20 万

行政责任

《证券法》

发行人、上市

公司

未披露
责令改正、给与警告 50 万~500 万

直接责任人：警告 20~200 万

未报告
责令改正、给与警告 100 万~1000 万

直接责任人：警告 50~500 万

收购人
责令改正、给与警告 50 万~500 万

直接责任人：警告 20~200 万

擅自改变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用途的法律责任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发行人、上市公司 责令改正 ——

直接责任人 警告 10~100 万

5、二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法律责任

责任分类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刑事责任

《刑法》

发行人
情节严重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

罚金

单位 —— 判处罚金

直接责任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

行政责任

《证券投资基

金法》

从业人员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金

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

直接责任人/主管人员
警告，暂停或撤销执业资格 并处 3 万~30 万元罚款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法律责任

责任分类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刑事责任

《刑法》

内幕信息知情人或者

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

易内幕信息的人员

情节严重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金

单位 —— 判处罚金

直接责任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



行政责任

《证券法》

内幕信息知情人/非法

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

1 被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所得不足 50 万

元的，处以 50 万~500 万罚款。

单位 警告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人 20 万~200 万

民事责任 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责任

责任分类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刑事责任

《刑法》

一般主体

情节严重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金

单位 —— 判处罚金

直接责任人

情节严重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金

行政责任

《证券法》

一般主体 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 1 被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所得不足 50 万元的，处

以 100 万~1000 万罚款。

单位 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警告
单位判处罚金，直接责任人并处 50 万

~500 万罚款

民事责任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证券交易活动中做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证券法》

认定 对象 处罚 罚款金额

虚假陈述/信息误导 从业人员及机构 责令改正
20 万~200 万

国家工作人员还应给与行政处分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

证券服务机构
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暂

停或撤销证券服务业务许可
并处业务收入 1 倍~10 倍罚款

直接责任人 警告 20 万~200 万罚款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的法律责任《刑法》

情节严重的，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3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以下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