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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投资者知权、行权、维权现状

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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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投资者基本情况

一、投资者类型

本次调查中的投资者主要为个人投资者，占比 95.86%。

机构投资者占比 4.14%。

二、年龄及学历

调查显示，投资者1整体较为年轻。其中，18-29岁占比

26.02%，30-39岁占比 40.88%，两者合计占比 66.9%；40-49

岁占比 19.8%，50-59岁占比 9.72%，60岁以上占比 3.57%。

1 本年度调查对象为过去 12个月进行过 A股交易的投资者，所用方式为在线作答，调查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6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最终取得 70475 份有效样本，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各地区样本数量

分布如下：北部地区 7355 份，东部地区 10611 份，中部地区 15742 份，南部地区 23558 份，西部地区 1320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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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投资者学历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占比

53.62%，整体分布呈左偏的倒 U型，这与 2021年调查结果

相似。

三、入市时间及入市资金情况

调查显示，近几年入市投资者较多，2006-2010 年、

2011-2015年和 2016-2020年入市的投资者分别占比 18.93%、

19.89%和 21.04%，而 2021 年和 2022年仅两年就有 13.01%

的新增投资者。投资者入市时间整体呈左偏的倒 U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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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投资者入市资金在 10万以下的占比 41.34%，

在 10 万至 50 万的占比 29.35%，50 万以下的投资者占比

70.69%。入市资金 50-100 万之间的投资者近两年来大幅减

少，10万以下的投资者则大幅增加。

四、信息获取渠道及政策知晓程度

调查显示，投资者获取必要投资信息的首要渠道为券商

APP或交易软件，占比 25.73%。网络财经媒体排在第二位，

占比 24.2%，投资顾问（券商、基金、银行等金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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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三位，占比 22.74%，其它渠道占比都低于 10%。券商

作为与投资者接触的最前线，可以提供最为直接的投资者教

育、股东权利行使及维权服务。

为了解投资者对政策信息的知晓程度，本报告调查了投

资者对 2022年开始实施的《期货和衍生品法》和《上市公

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的知晓情况。结果显示投资者

对政策的知晓程度较高。其中知晓《期货和衍生品法》于 2022

年开始实施的投资者占比 80.12%；知晓《上市公司投资者关

系管理工作指引》于 2022年开始实施的投资者占比 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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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投资者知权情况

一、整体知权现状

2022年度投资者知权情况较 2021年度有所变化。总体

只有 6.65%的投资者表示对投资者的 13项基本权利2都不知

晓，较 2021年度下降 2.07%；80.62%的投资者表示对每个权

利都知晓，较 2021年度下降 3.1%。2022年度受疫情影响，

各级监管部门、交易所、自律机构及券商的各类线下投资者

教育活动明显减少，这可能是导致投资者知权情况出现下降

的部分原因。

2 这 13 项基本权利为《公司法》所赋予，包含 7项无持股比例限制权利和 6项有持股比例限制权利，其中
7项无持股比例限制权利包括查阅权、建议质询权、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决
议撤销诉讼权、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6项有持股比例限制权利包括独立董事提名权、临时股东大会

请求权、股东大会召集和主持权、临时提案权、股东代位诉讼权、公司解散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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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持股比例限制权利知晓现状

调查显示，无持股比例的 7 项权利知晓情况较 2021 年

度出现了不同比例的下降情况。其中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

权的知晓情况下降 22.54%；决议撤销诉讼权的知晓情况下降

18.86%；建议质询权的知晓情况下降 15.25%。各项权利知晓

情况占比仍高于 2020 年。查询权、表决权和利润分配请求

权仍是投资者知晓程度最高的三项权利，这与 2021年相似。

同时各项权利都不知晓的占比为历年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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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持股比例限制权利知晓现状

有持股比例限制的 6 项权利在 2022 年度的调查中也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情况，股东代位诉讼权下降 17.05%。股

东解散请求权下降 15.88%、临时提案权下降 13.85%、各项

权利知晓情况仍好于 2020 年。临时股东大会请求权与股东

大会召集和主持权仍是投资者知晓程度最高的两项权利，这

与 2021 年相似。同时各项权利都不知晓的占比为历年来最

低。

四、投资者权利知晓渠道及效果

调查发现，工作中自我学习是投资者最主要的权利知晓

方式，占比 57.54%，其次为参加各类投教活动，占比 45.95%。

第三是读书期间学习相关知识，占比 45.02%。而通过阅读各

类财经信息积累所得到相关知识的比例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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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在各类投教活动中，短视频仍是投资者最喜

爱的投教方式，占比 24.02%，比 2021 年提高 1.15%；其次

为网络课堂，占比为 18.54%。由此可知投资者更倾向于线上

各类新媒体，并对投教短视频尤为喜爱。

对于投资者是否接受监管部门和券商开展的各类投教

活动以及效果如何，调查显示，82.55%的投资者认为投资者

教育活动是有必要的；56.18%的投资者认为投资者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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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是较好或很好的，相较于 2021年增加 3.7%。这说明

监管部门及券商开展的投资者教育活动是有成效的。

第三部分：投资者行权情况

一、 整体行权3现状

调查显示，2022年度投资者行权情况较 2021年度出现

较大程度的下降，只有 26.59%的投资者行使过 13项权利中

的一种或者多种。其中，投资者行使次数最多的权利为查阅

权、建议质询权，这与去年相同。投资者对有持股比例限制

权利和无持股比例限制权利的行使都表现出：一是没行使过

或者行使较少的人占多数；二是行使频率都较低，这与 2020

年、2021年调查结果相似。

3 本报告所指投资者行权是指投资者依法行使上述 13 项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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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投资者对权利的行使效果较去年普遍表现出

较大程度的提升，多项权利的行权效果好评率超过 50%，为

多年来首次。

二、 行权前提及关注点

对于投资者在何种条件下会行使权利，调查显示，第一

仍是权利受到侵害时，占比 50.34%，但较去年 61.01%下降

10.67%；第二是投资者时间充裕时，占比 48.95%；第三是有

其它投资者号召时，占比 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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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投资者在行权时比较关注的事项是上市公司

的经营情况、重要人员变动、分红及并购重组，占比分别为

39.92%、36.55%、36%和 34.55%，对其他事项关注度相对较

低。其中投资者对于分红和并购重组的关注度相较 2021 年

明显下降，但仍高于 2020 年。经营情况仍是投资者最关注

的事项，这与 2021年相似。

三、 沟通途径

对于投资者一般从哪些途径来了解上市公司，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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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第一是业绩说明会，占比 66.96%；第二是股东大会，

占比 59.96%；第三是交易所互动平台，占比 38%。

四、 行权障碍及不行权原因

调查显示，投资者在 2022年的行权频率较 2021年有所

下降。为了解其原因，我们仍从投资者主观的行权意愿和客

观的行权困难两方面进行调查，并与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

结果发现，认为行权过程较为麻烦和不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

利仍是投资者主观上不行权的主要原因，分别占比 59.09%和

55.18%，较去年分别增长 13.48%和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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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次调查中，投资者在行权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较去

年出现了全面的大幅下降。其中第一仍是散户话语权弱，占

比 48.9%，较去年下降 9.05%，缺少可靠的行权途径由去年

的第三上升到第二，占比 37.7%，较去年下降 5.32%。

五、 投服中心行权

2021年 11月 1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征集上市

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

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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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投服中心作为中国证监会直属的投资者

保护机构，本报告针对投资者期望投服中心加强哪些行权工

作做了调查，调查显示，66.68%的投资者希望投服中心公开

征集股东提案权，64.66%的投资者希望投服中心行使股东质

询建议权，53.18%的投资者希望投服中心公开征集股东表决

权。

对于投资者期望投服中心行使权利的方式，64.18%的投

资者表示期望发送股东函件，行使股东质询及建议权，

60.76%的投资者表示期望公开征集股东权利，51.75%的投资

者表示期望投资者保护机构现场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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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服中心在 2022 年集中参加了 210 家上市公司年度业

绩说明会。本次调查显示，64.13%的投资者表示知晓此情况，

其中 7.08%的投资者曾参与其中；35.87%的投资者表示并不

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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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投资者维权情况

一、 整体维权4现状

调查显示，在 2022 年，48.47%的投资者表示遭受过股

票投资损失；41.77%的投资者表示没有遭受过股票投资损

失；9.97%的投资者表示不确定。

在遭受股票投资损失的投资者中，74.79%的投资者认为

损失为正常交易损失。21.76%的投资者认为自己的投资损失

是由非法行为导致的，其中 8.88%的投资者认为自己的投资

损失是由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导致的，4.88%的投资者认为自

己的投资损失是由内幕交易导致的。3.45%的投资者表示不

清楚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的损失。

4 本报告所指投资者维权包含但不限于诉讼、调解、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主动与对方协商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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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维权仍是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首要选择，占

比 53.85%，其中特别代表人诉讼占比连续三年提高，达到

25.99%；向第三方机构申请调解是投资者的第二选择，占比

37.37%，较去年上升 13.81%。

二、 影响投资者维权方式的因素

在影响投资者选择维权方式的因素中，赔付比例选择最

多，占比 64.25%。流程时间长短排第二，占比 33.24%。所

需手续繁琐情况排第三，占比 29.52%。这与 2021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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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三、 诉讼维权

诉讼作为投资者首选的维权方式，本报告对诉讼成功、

失败及放弃的原因做了调查。

（一）诉讼维权成功的原因

调查显示，在投资者认为诉讼维权成功的原因中，第一

是投服中心的指导和帮助，占比 46.21%；第二是自身诉讼维

权知识充分，占比 38.62%;第三是自己积极主动维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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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3%。其中投服中心的指导和帮助较去年有明显提升，增

长 43.89%；自己积极主动维权较去年下降 26.8%。

（二）诉讼维权失败的原因

调查显示，在投资者认为诉讼维权失败的原因中，第一

是自身缺乏法律、金融专业知识，占比 56.36%；第二是维权

不够积极主动，占比 41.82%；第三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占比

32.73%。认为败诉是因为被诉对象法律、金融专业水平更高

的投资者近三年来下降幅度明显，较 2020年下降 60.21%，

较 2021年下降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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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弃诉讼维权的原因

调查显示，在投资者放弃诉讼维权的原因中，前三位依

次是被诉对象已无偿付能力，维权时间太长和维权费用太

高，分别占比 32.88%、27.4%、17.81%。其中，因维权费用

太高而放弃诉讼的投资者较 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下降了

7.19%和 6.86%。

（四）诉讼维权用时

调查显示，诉讼时间为半年以内的比例下降 9.65%，但

仍占比最高，为 45.21%；诉讼时间为半年到一年的比例上升

13.63%，占比 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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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调解维权

（一）选择调解的原因

投资者选择调解维权的主要原因有：自身专业知识欠

缺，占比 35.07%；调解成本低，占比 21.65%；调解耗时短，

占比 20.81%。

（二）调解渠道

投服中心下属的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作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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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目

前已成为资本市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的主渠道，为广大投资

者解决了大量的投资纠纷。调查显示，88.82%的纠纷调解由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及其工作站完成。

针对投资者了解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的渠道，调

查显示，55.64%的投资者是通过社交媒体渠道（抖音、快手、

B站、小红书、微信小视频等）得知的；52.27%的投资者是

通过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工作人员、交易软件或投教基地宣

传得知的；33.94%的投资者表示是通过拨打“12386”热线

投诉后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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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调解渠道的知晓情况，

调查显示，56.8%的投资者表示知道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

中心“400”电话；56.7%的投资者表示知道拨打 12386投诉

热线转办调解；41.47%的投资者表示知道在全国证券期货在

线调解平台上进行调解。

（三）投资者最近一次调解结果

调查显示，关于投资者最近一次调解结果，60.69%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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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与另一方当事人的纠纷调解成功；25.05%的投资者与另

一方当事人的纠纷调解失败，还有 14.26%的投资者与另一方

当事人的纠纷正在调解中。

（四）调解成功的原因

调查显示，在投资者认为调解成功的原因中，第一是自

身维权知识充分，占比 56.28%；第二是调解员公正、专业的

帮助，占比 55.8%；第三是自己积极主动配合调解，占比

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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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解失败的原因

调查显示，在投资者认为调解失败的原因中，第一是证

据不足，占比 46.72%；第二是缺乏法律、金融专业知识，占

比 45.95%；第三是对方态度恶劣，不配合调解，占比 32.05%。

五、 投服中心维权

新《证券法》赋权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以维护投资者合法权利。因此本次调查专门向投资

者询问是否支持投服中心对内幕交易行为提起诉讼。调查结

果显示 77.93%的投资者表示支持；12.02%的投资者表示不支

持；10.04%的投资者表示暂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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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投服中心对操纵市场行为提起诉讼，81.06%的投资

者表示支持；9.83%的投资者表示不支持；9.1%的投资者表

示暂不知道。

对于新《证券法》第 94 条赋予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提

起股东代位诉讼的权利，71.13%的投资者表示知道；28.87%

的投资者表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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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投服中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77.82%的投资者表示

支持；10.61%的投资者表示不支持；11.57%的投资者表示暂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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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工作思路

基于 2022年度调查结果，为更好地保护广大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报告聚焦投资者教育、投资者行权、投资者维

权三方面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具体如下：

一、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权益教育和投资宣讲，提升宣

教效果

鉴于投资者对投教短视频、网络课堂等线上投教方式的

喜爱程度较 2021 年有所上升，其中投教短视频已连续两年

成为投资者最喜爱的投教方式。因此，将增加线上投教活动，

让投资者从过去线下投教活动中学习知识变成从有趣的、有

吸引力的线上投教活动中学习知识,多采用短视频等投资者

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投资者对自身合法权利认知，知晓如

何选择恰当方式行使权利，以及权利受损后的维护权利方

式；多举办走进上市公司活动，让投资者直观了解上市公司；

加大投资产品讲解频次，让投资者充分认知产品。

鉴于中国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拟加强全

面注册制下所有制度的宣教，让投资者适应新制度下的投资

理念转变，做到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二、多考虑投资者关注关心的问题，针对性示范引领投

资者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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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重要人员变动、分红、并购

重组和公司治理仍是投资者较为关心的事项。因此，投服中

心可继续重点关注上述投资者关心的事项，并扩大宣传，增

强投资者参与行权的动力，引领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行权，提

升投资者行权满意度。

同时，鉴于超过六成的投资者表示知道投服中心在 2022

年度参加了 210家上市公司年度业绩说明会，并且有超过 7%

的投资者曾参与。投服中心于 2023年 3月 31日启动年度股

东大会专项行权工作，对 500家年度股东大会行权，通过对

占比近 10%且覆盖 31 个一级行业的上市公司，开展为期 3

个月专项行权，提升行权工作专业度与知名度，并加大宣传

力度让更多投资者知晓，起到示范引领的功效，提高投资者

行权意愿。

三、拓展诉讼类型，常态化开展特别代表人诉讼，多元

化解纠纷

鉴于投资者希望投资者保护机构能够对内幕交易，操纵

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提起诉讼，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因此，投服中心拟针对社会热点案件、典型案件及大规

模群体性案件等发起公益诉讼，通过更多的“示范判决”来

为后续的调解打下基础；践行常态化特别代表人诉讼，加大

股东代位诉讼案件诉讼力度，增强对“首恶”形成强大威慑，

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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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鉴于调解已成为投资者的重要维权渠道，且超过

六成投资者调解成功。因此，将积极引导投资者优先采用调

解等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置于

前端，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充分利用中国

证监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平台，依法

及时高效化解证券期货纠纷，全面提升证券期货纠纷化解质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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