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

知 

法〔2011〕2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

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2011 年 7 月 13 日  

 

  

  

 

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为进一步完善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规则，推动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行政，保护广大

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运用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充分听取有关法院和部门意见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规定，起草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关证据问题的意见。2011 年 6 月 23 日，最高人

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专题座谈会，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关证据审查认定等问

题形成共识。现将有关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 

  会议认为，监管机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对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



证券行政处罚案件时，也应当考虑到部分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

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第三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 

  监管机构在听证程序中书面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享有提供排除其涉嫌违法行为证据的

权利，行政相对人能够提供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后又在诉讼中提供的，人民法院一般不

予采纳。行政处罚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供但有正当理由，在诉讼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 

  监管机构除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供据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和依据外，还应当提

交原告、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材料。 

  二、 关于电子数据证据 

  会议认为，证券交易和信息传递电子化、网络化、无线化等特点决定电子交易信息、网

络 IP 地址、通讯记录、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证据在证券行政案件中至关重要。但由于电子

数据证据具有载体多样，复制简单、容易被删改和伪造等特点，对电子数据证据的证据形式

要求和审核认定应较其他证据方法更为严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电子数据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相关电子数据证据应当符合下列要

求： 

  （一）无法提取电子数据原始载体或者提取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电子数据复制件，但

必须附有不能或者难以提取原始载体的原因、复制过程以及原始载体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

网络地址的说明，并由复制件制作人和原始电子数据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或者以公证等其

他有效形式证明电子数据与原始载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二）收集电子数据应当依法制作笔录，详细记载取证的参与人员、技术方法、步骤和

过程，记录收集对象的事项名称、内容、规格、类别以及时间、地点等，或者将收集电子数

据的过程拍照或录像。 

  （三）收集的电子数据应当使用光盘或者其他数字存储介质备份。监管机构为取证人时，

应当妥善保存至少一份封存状态的电子数据备份件，并随案移送，以备法庭质证和认证使用。  

  （四）提供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或者破解的与案件有关的光盘或者其他数字存储介质、电

子设备中被删除的数据、隐藏或者加密的电子数据，必须附有恢复或破解对象、过程、方法

和结果的专业说明。对方当事人对该专业说明持异议，并且有证据表明上述方式获取的电子

数据存在篡改、剪裁、删除和添加等不真实情况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应

予准许。 



  三、 关于专业意见 

  会议认为，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其聘请

的专业机构、特定行业专家出具的统计分析意见和规则解释意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也可以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专家出具意见。 

  专业意见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出具相关意

见的专业人员出庭说明，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专业意见之间相互矛盾的，

人民法院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核认定上述专业意见：（一）专业机

构或者专家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二）专业机构或者专家是否具有合法资质；（三）专业

机构或者专家所得出的意见是否超出指定的范围，形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完整，结论是否

明确；（四）行政程序中形成的专业意见是否告知对方当事人，并听取对方当事人的质辩意

见。 

  四、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的证明问题 

  会议认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应当承担较其他人员更严格的法定保证责任。人民法

院在审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行政处罚案件时，涉及到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的，应当区分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人员和该范围之外其

他人员的不同责任标准与证明方式。 

  监管机构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结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履行职责的关联程度，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

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给予处罚，被处罚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供其对该信息披露行为

已尽忠实、勤勉义务等证据。 

  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人员，监管机构认定其为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给予处罚的，应当证明被处罚人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实际履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并与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存在直接关联；（二）组织、参与、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直接导致信息披露违法。 

  五、 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 

  会议认为，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

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

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一）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



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二）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其证券交易活动与该内幕信息基本吻合；（三）

因履行工作职责知悉上述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四）非法获取

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五）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

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