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现状与建立退市机制的现实意义（上交所） 

在成熟市场，上市公司退市是一种常态现象。数据显示，2009 年度，纽约

交易所新上市公司 94 家，退市公司 212 家;东京交易所新上市公司 23 家，退市

公司 78 家;德国交易所新上市公司 6 家，退市公司 61 家;伦敦交易所新上市公司

73 家，退市公司 385 家。这些国家的证券市场“有进有退”，其退市机制起到

了较好的资源优化配置效果。  

    相反，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进多退少”的现象。自 2001 年 4 月 PT 水仙被

终止上市起，沪深两市迄今共有退市公司 75 家，其中，绩差公司连续亏损而退

市的有 49 家，其余公司的退市则因为被吸收合并。这样的现象造成了上市公司

数量的“增”多“减”少和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失灵。究其原因，既有宏观

方面的原因，如法律法规、市场环境等，也有具体的退市操作制度及程序方面的

原因。  

    在我国，公司上市资格或地位是一种稀缺资源。正是由于它的稀缺性，使得

绩差公司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方式维持其上市地位，各地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避免

地方的上市公司退市。同时，由于公司上市不易，一些在场外排队等待的公司也

试图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进入交易所市场，使绩差公司得以避免退市的命运。可

见，改进目前的发行上市制度，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使满足基本条件的公司

有更多的上市机会，是完善我国退市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失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目前我国有关法律

规定的退市标准较为模糊，操作性不强。国外成熟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

大多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除了公司业绩不佳、连续亏损以外，还包括资本减少、

低流动性、股东持股比例不足、资产负债、虚假陈述、并购重组、破产解散、主

动申请退市、违反持续上市标准等十几种。相较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

较为单一，过分关注于连续三年亏损，这就为绩差公司避免退市提供了操作空间：

首先，很多上市公司可实施“报表重组”，连续两年亏损，第三年微利，逃脱暂

停上市处理，再接着亏损两年，再微利一年，如此循环往复；其次，即使上市公

司连续三年亏损而被暂停上市，也不意味着必然退市，上市公司在这个阶段同样

可选择“报表重组”，只要第四年微利，就可以逃脱退市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2007 年起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为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

调节利润提供了一定空间，主要手段是处置非流动资产、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资

产减值准备、债务重组收益、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及获得政府补助。然

而，这些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我国股票市场有些绩差公司

“该退不退”或“退而不出”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的投机炒作行为时有发生。  

    建立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是规范发展证券市场的重大举措，是保证上市公司

总体质量的必要途径，也是证券市场发挥优胜劣汰功能的必然结果，对夯实证券

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整体质量不断提高。建立退市机制将促使暂停上

市的公司限期解决治理风险隐患，并督促其限期完成债务重组或剥离、不良资产

处置、资产置换、优质资产注入等实质性重组工作。如果没有退市机制，上市公

司不存在后顾之忧，质量必然下降，甚至造成证券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第二，有利于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主要取

决于其未来盈利能力以及盈利增长率，建立退出机制，有助于投资者理性选择投

资对象，积极有效地防范市场风险。  

    第三，有利于促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些连年亏损或者已经没有交易量

的公司如果继续在证券市场交易，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它

可能误导投资者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本应该被淘汰的公司身上，浪费有限的资金

资源；另一方面对该类公司的资金投入意味着资金向优秀上市公司投入机会的减

少，从整个资源的配置角度来看，是不科学与不经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证

券市场中，退市规则应该与上市制度一起共同作为优秀企业存在于证券市场的

“出入口”，以保证证券市场高效有序的发展。只有通过这样的筛选机制，才能

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推动结构调整和产

业升级，从而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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