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深交易所就退市相关业务规则发布答记者问摘选 

一、上交所本次退市制度改革在退市标准和退市程序上分别有哪些具体修改？ 

退市标准上，首先，本次修订优化了《股票上市规则》中退市部分的编写体

例，将原来按照退市环节规定的体例，调整为按照退市情形分节规定，即按照退

市情形类别分为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等 4类强制退市类型以及

主动退市情形，并按每一类退市情形分节规定相应的退市情形和完整的退市实施

程序。其次，本次修订对于 4 类强制退市指标均有完善：一是财务类指标方面，

取消了原来单一的净利润、营业收入指标，新增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营

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亿元的组合财务指标，同时对因财务类指标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司，下一年度财务类指标进行交叉适用；二是交易类指标方面，将原来

的面值退市指标修改为“1元退市”指标，同时新增“连续 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

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 3 亿元”的市值指标；三是规范类指标方面，

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和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或

年报不保真且限期内不改正两类情形，并细化具体标准；四是重大违法类指标方

面，在保留原欺诈发行、欺诈重组上市、根据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公司实际财务

指标已经触及退市标准的条款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并明确重大财务造假退市量

化标准。 

退市程序上，本次修订调整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一是取消暂停上市和恢

复上市环节，明确上市公司连续两年触及财务类指标即终止上市；二是取消交易

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设置，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将退市整理期

交易时限从 30个交易日缩短为 15个交易日；三是将重大违法类退市连续停牌时

点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法院判决之日，延后到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或法

院生效判决之日。 

与此同时，科创板也在前期制度探索的基础上，结合此次退市制度改革的总

体要求，同步优化退市指标和程序。 

二、深交所本次退市新规修订主要涉及哪些内容？预期达到什么效果？ 



答：本次主板（含中小企业板）修订借鉴了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经验，对退市

指标、退市流程、风险警示情形及退市相关交易安排等进一步完善优化，主要涉

及以下三方面： 

一是优化退市标准，畅通退出渠道。新增扣非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营业

收入低于 1亿元、市值低于 3亿元、信息披露或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半数以

上董事无法对年报或半年报保证真实准确完整、重大财务造假退市量化指标、退

市风险警示股票被出具保留审计意见等退市指标，完善面值退市指标有关表述，

全面优化现有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四类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其

中，财务类指标交叉适用，加速出清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僵尸”企业。 

二是简化退市流程，提高退市效率。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退市流程大

幅缩短。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连续停牌时点从“知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人民法

院作出司法裁判”后移至“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或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生效”，同

时简化上市委审议程序。退市整理期从 30个交易日缩减至 15个交易日，取消交

易类退市情形的退市整理期，同时放开首日涨跌幅限制，压缩投机炒作空间。此

外，本次修订考虑到可转债兼具股票属性，同步取消可转债暂停上市，不再另行

规定其终止上市条件，明确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可转债同步终止上市。 

三是强化风险警示，引导理性投资。新增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财务类

退市风险警示(*ST)情形以及持续经营能力存疑、内控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两类其他风险警示（ST）情形，收紧违规担保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的量化标准，扩大资金占用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主体范围。设立包含

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在内的风险警示板，对风险警示股票予以“另板揭

示”，同时优化风险警示股票的适当性管理和交易机制安排，强化风险揭示和投

资者保护力度。 

前期创业板退市制度改革已基本落实了本轮改革的总体思路，本次修订进一

步细化完善有关退市指标，优化退市实施程序。改革完成后，创业板与主板（含

中小企业板）在主要退市指标、退市流程等安排上基本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