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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听证规则》修订说明

现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证

监法律字〔2007〕8 号，以下简称《规则》）于 2007 年 4 月

18 日发布并实施。《规则》施行以来，对规范证券期货市场

的处罚听证程序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进一步适应资本市场改

革发展的新形势，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的规则体系保障公正文明执法，我会在总结执法

实践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启动了对《规则》的修订程序，并

拟将其上升为证监会规章。此次修订的总体思路是在法律框

架内规范和完善听证程序，以更充分地保障行政相对人各项

合法权益，提高证券期货执法规范化水平。现将修订的主要

内容说明如下：

一、扩大《规则》适用范围

现行《规则》仅适用于证监会会机关组织召开的处罚听

证。鉴于 2013 年 10 月后证监会派出机构也开始实施部分证

券期货案件的行政处罚，从统一执法标准角度，本次修订拟

将证监会派出机构组织召开的处罚听证也一并纳入《规则》

适用范围。

同时，现行《规则》规定市场禁入措施的听证参照适用

本规则。为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本次修订拟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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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注销业务许可等重大监管措施之前的听证纳入参照适用

范围。

需说明的是，与扩大《规则》适用范围相适应，本次修

订删除了不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部分内部管理规定，

以便于证监会及其不同的派出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

组织听证。

二、扩大听证范围

本次修订拟通过三种方式扩大听证范围：

（一）新增可要求听证的处罚种类（修订后第五条）

因 2012 年后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

管理条例》新增了部分处罚种类，本次修订将新增处罚种类

中涉及当事人重大权益部分纳入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具体

包括 5类，即：责令停止基金业务、暂停或者撤销基金从业

资格、没收业务收入（一定金额以上）、吊销期货业务许可

证、暂停或者撤销期货从业资格等 5类。

（二）调整可要求听证的罚没金额统计方法（修订后第

五条）

判定“罚没类”或者说“经济制裁类”行政处罚是否有

听证权利，现行《规则》采用的是“单项分别判定”思路，

即将罚款类和没收类分开统计，二者之一达到相应数额标准

（个人 5 万元、单位 30 万元），当事人方有听证权利。在

特定情况下，这一统计方法可能导致不合理情况的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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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同一案件中，甲单位违法所得 29 万元，罚款 29 万元，

没有听证权利；乙单位没有违法所得，罚款 30 万元，有听

证权利。为解决特定情况下的不合理情形，本次修订采用了

“合并判定”的思路，即规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业

务收入等经济制裁合计超过特定金额，即享有听证权利。

（三）新增当事人申请参加听证制度（修订后第八条）

听证主要适用于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较大的行政处

罚。《规则》以专门条文列举了听证范围。但考虑到实践中

的特定情形，本次修订新增了一项例外规定，即在同一案件

中，若符合听证条件的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其他不符合条件

的当事人也可一并提出参加听证申请。

三、加强对当事人听证权利的保护

为更充分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次修订新增以下内

容。

（一）以独立条文列举当事人的权利（修订后第十一条）

本次修订将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事项进行了归纳，形

成独立的当事人权利条文，改变了现行《规则》将当事人权

利条款分散在不同条文的做法。同时，拟新增赋予当事人“申

请查阅证据”、“申请延期听证”两项权利。

本次修订新增“申请查阅证据”权利，在证券期货执法

史上尚属首次，体现了我会保障当事人权益以及公开执法、

阳光执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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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听证通知书》告知事项（修订后第九条）

《行政处罚法》仅规定执法机关在听证前应书面通知当

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而未涉及通知当事人其他事项，

如听证的程序、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听证员名单等。为保

证当事人有效行使相关权利，本次修订借鉴司法机关做法，

直接将听证中的涉及当事人的各类事项一并纳入《听证通知

书》，包括听证时间、地点、程序、当事人权利义务、听证

员名单等。

四、完善部分听证程序

根据执法实践经验，本次修订拟新增规定延期听证制度

（修订后第十条、第十七条）、中止听证制度（修订后第十

八条）和终止听证制度（修订后第十九条），即：当事人有

正当理由可申请延期听证、听证开始前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

件可延期听证；听证现场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可中止听

证；听证现场当事人撤回申请、不出席、中途违规退场或被

责令退场的，可终止听证。

此外，本次修订还对涉及公开听证（修订后第六条）、

当事人义务（修订后第十三条）、当事人听证前提交申辩材

料（修订后第十四条）、证监会职责（修订后第十五条）、期

间定义（修订后第二十七条）等进行了规定，并对个别条文

表述进行了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