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之诉讼时效解读

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监管局

时间：2024 你那 4 月 29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法释【2022】2 号，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相比《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

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 号，以下简称旧司法

解释）在诸多制度规则方面做了完善和创新，这其中也包括投资者关注的诉讼时

效方面。本文主要对“新司法解释”的诉讼时效进行解读，方便投资者了解。

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由于新司法解释取消了“前置程序”的要求，故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

害及义务人之日起算”的精神，新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主张以揭

露日或更正日起算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揭露日与更正日不一致

的，以在先的为准”。同时，新司法解释还规定，对于虚假陈述责任人中一人发

生中断时效的事由，同时对其他责任人发生效力。

对于人数不确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而言，原告的起诉行为对所有具有同类诉

讼请求的权利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新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还规定“在普

通代表人诉讼中，未向人民法院登记权利的投资者，其诉讼时效自权利登记期间

届满后重新开始计算。向人民法院登记权利后申请撤回权利登记的投资者，其诉

讼时效自撤回权利登记之次日重新开始计算。投资者保护机构依照证券法第九十

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后，投资者声明退出诉讼的，其诉讼时效

自声明退出之次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此外，由于新司法解释于其 2022 年 1 月 22 日起施行，且适用于其施行后



尚未终审的案件，故在理论上可能导致在旧司法解释项下未超过诉讼时效但在新

司法解释项下却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出现。为此，最高院作出了《关于证券市场

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衔接适用相关问题的通知》（法【2022】

36 号），关键在于起算时间：

一、对于新司法解释施行前已被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诉讼时效按旧司法解

释的规定计算；

二、对于新司法解释施行前已被立案调查但未被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自立

案调查日至新司法解释施行之日已经超过三年，或者按照揭露日或更正日起算至

新司法解释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或不足六个月的，从新司法解释施行

之日起诉讼时效继续计算六个月。

上述规定解释了我们此前对于新司法解释项下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衔接问题

的困惑，投资者在主张自身权益时应予以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