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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判断股票是核准制--如何理解我国的股票注册制改革-
股识吧

一、股票发行注册制是什么意思

股票发行制度的种类 股票发行制度主要有三种，即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
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
1.审批制是一国在股票市场的发展初期，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平衡复杂的社
会经济关系，采用行政和计划的办法分配股票...

二、什么是企业上市核准制度？

核准制是指企业在发行股票时，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状况，而且还必须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主管机关规定的必备条件，证券主管机关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
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
证券主管机关除了进行注册制所要求的形式审查外，还关注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营业性质、资本结构、发展前景、管理人员素质、公司竞争力等，并由此作出公司
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判断。

三、股票审核制度中的注册制和核准制区别是什么？

证券发行注册制是指证券发行申请人依法将与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信息和资料公开
， 制成法律文件，送交主管机构审查， 主管机构只负责审查发行申请人提供的信
息和资料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一种制度。
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在注册制下证券发行审核机构只对注册文件进行形式审查，
不进行实质判断。
我们称作形式审核，主要在美国公司上市常见上市方式。
。
证券发行核准制即所谓的实质管理原则，以欧洲各国的公司法为代表。
依照证券发行核准制的要求，证券的发行不仅要以真实状况的充分公开为条件，而
且必须符合证券管理机构制定的若干适于发行的实质条件。
符合条件的发行公司，经证券管理机关批准后方可取得发行资格，在证券市场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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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证券。
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禁止质量差的证券公开发行。
我们称作实质审核，主要是欧洲和中国常见上市方式形式审核(注册制)与实质审核
(核准制)的区分在于审核机关是否对公司的价值作出判断，是注册制与核准制的划
分标准：1、形式审核（注册制）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在注册制下证券发行审核机
构只对注册文件进行形式审查， 不进行实质判断，指的是在披露哲学的指导下，
“只检查公开的内容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符合要求，而不管公开的内容是否真实可
靠，更不管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坚持市场经济中的贸易自由原则，认为政府无
权禁止一种证券的发行，不管它的质量有多糟糕，注册制还主张事后控制2、实质
审核(核准制)不仅行政机关对披露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与判断，而且还需要指行
政机关对披露内容的投资价值作出判断，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进行实质审核
，核准制主张事前控制。
3、注册制与核准制相比，注册组具有发行人成本更低、上市效率更高、对社会资
源耗费更少，资本市场可以快速实现资源配置功能。
审核时间相对比较短4、注册制主要证监会形式审核，中介机构实质性审核。
中介的诚信对公司市场相当重要。
核准制是中介机构和证监会分担实质性审核职责，政府的审核工作量很大。
注册制的形成一般是在市场化程度高，金融市场更加成熟、制度更加完善，监管主
体严格有效、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更自律，投资者素质更高的国家，这也是未来金融
发展的一个方向。
参考来源核准制：*：//baike.baidu*/link?url=T8FH8t3DsBN51NxaOxT_ZpRj66QwAqn
aH1Ao2kGf8GJumLoL7Kt14-_yewMllil2NKzTirUCkOs8WOFIRLH_Wq

四、如何理解我国的股票注册制改革

注册制是相对现在的审批制而言的，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公司上市(IPO)都需要
经过证监会的审批,而改革注册制以后就不需要经过审批,公司可以直接上市,当然需
要向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注册,所谓注册就是报到备案,向有关管理部门打个招呼,使管
理部门可以进行必要的监管.

五、股票注册制是什么意思？注册制对股市有什么影响

股票注册制的意义与对股市的影响股票发行注册制主要是指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
，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
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全面性、准确性、真实性和及时性作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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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发行人的资质进行实质性审核和价值判断而将发行公司股票的良莠留给市场
来决定。
注册制的核心是只要证券发行人提供的材料不存在虚假、误导或者遗漏。
这类发行制度的代表是美国和日本。
这种制度的市场化程度最高。
注册制意味着企业上市没有门槛了，可以挂牌的企业多了，那现在的笼子里的这个
股肯定会不值钱了，所以，注册制是利空。
就像卖小菜一样，满大街都可以经营了，那菜肯定就便宜了，城管会答应吗？工商
部门会答应吗？所以，短时间内不会有注册制，因为证监会发为几百家企业发了卖
菜的摊位，至少也得等这几个摊位卖出去才能推行注册制。
大几百个摊位啊，不得几年能发完吗？注册制迟早要来，这是趋势，也是必然。
1600点并不一定到来，因为再怎么物产丰富，一毛三分四一斤的米永远不会回来了
，二分钱一粒的姜糖也不会有了，物价上涨了。
趋势是物价上涨，股市点数不涨。

六、技术进出口合同审批制与技术进出口许可制有哪些区别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做账达标等方式达到发行股票的目的
。
注册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
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即可发行股票。
经所属证券管理部门受理审核同意转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额度后，并引进证券中
介机构的责任，判断企业是否达到股票发行的条件；
另一方面证券监管机构同时对股票发行的合规性和适销性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核
准制和注册制，而且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的必要条件，证券监管
机构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
核准制则是介于注册制和审批制之间的中间形式，方可发行。

七、股票注册制改革方案是什么意思？

注册制是相对现在的审批制而言的，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公司上市都需要经过
证监会的审批，而改革注册制以后就不需要经过审批，公司可以直接上市，当然需
要向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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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1.股票发行注册制：主要是指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
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
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全面性、准确性、真实性和及时性作形式审查
，不对发行人的资质进行实质性审核和价值判断而将发行公司股票的良莠留给市场
来决定。
2.证券发行核准制：即所谓的实质管理原则，以欧洲各国的公司法为代表。
依照证券发行核准制的要求，证券的发行不仅要以真实状况的充分公开为条件，而
且必须符合证券管理机构制定的若干适于发行的实质条件。
符合条件的发行公司，经证券管理机关批准后方可取得发行资格，在证券市场上发
行证券。
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禁止质量差的证券公开发行。
我们称作实质审核，主要是欧洲和中国常见上市方式

八、

九、IPO注册制到底是什么意思？

IPO注册制，监管部门只对拟上市公司申报材料的完备性、合规性进行审查，看看
该披露的信息有没有披露。
至于内容的真假、企业有没有发展前景，监管部门不负责，完全由中介机构负责，
由市场自行判断。
但相应地，监管部门加强对企业上市后的监管。
一般来说，IPO注册制下监管部门不对拟上市公司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发行时机
做任何限制。
哪怕是大熊市，企业愿意发行也没有问题，只要在市场上能卖出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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