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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股东大会的地位和功能在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过程中有了种种变化，但从保障股东利益以及维
持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自身发展（即保持对投资者的魅力）的需要出发，股东大会的地位仍不可替代，
对股东大会制度建设的努力不容懈怠。
鉴于此，《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以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详细解读
了日本的股东大会制度，旨在为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应用提供参考借鉴的材料。
　　《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首先在第一章从股东大会制度的法理出发考察并检讨
了股东权、股东与股东大会的关系，解释了股东大会的存在根据。
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总体考察了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变迁。
第三章至第六章对日本股东大会的权限、股东大会各个运营环节存在的问题、社会原因、学界争议、
司法态度以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此外，自第三章开始，笔者对日本股东大会各个环节的问题整理出近四十个论点，并逐一解说分析并
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注重从理论的角度以及相关制度生成的背景和发展过
程来剖析日本股东大会现行制度，同时通过对学说、判例的解说，检讨分析各种制度之间的横向关系
。
《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运用的必要，在对日本具体制度的介
绍中，详细解读了股东大会章程所定权限、股东大会召集权人制度、少数股东的召集权、股东提案权
、股东大会议长制度、董事等的说明义务（即股东质询权）、表决权的行使方法、股东大会决议撤销
诉讼等问题，适读对象为公司法研究者、司法工作者、法学研究生及其他对公司法感兴趣的人士。
由于篇幅有限，股东大会制度中很多重要内容在《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中并未全
面展开甚至未加提及，例如，股东大会检查员制度、资本多数决的滥用问题、少数股东的股份回购请
求权制度、股东大会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股东大会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关系、股东大会与股东平等原则
的关系、种类股股东大会制度等，这使《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在体系上存在一定
不足。
有关这些内容将另择机会发表，望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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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详细解读了日本股东大会制度，是作者长期留学研究日本
公司法的结晶。
其特点是，不限于对日本现行制度的平面介绍，而是更加注重从理论的角度以及相关制度生成的背景
和发展过程来立体解读，同时通过对日本学说、判例的解说，检讨分析股东大会各项制度之间的横向
关系，对我国相关的立法、理论建设以及股东大会实务具有重大借鉴价值，为公司法研究者、司法工
作者、法学专业学生深入理解股东大会制度以及日本公司法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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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分析股东大会议长秩序维持权的裁量范围时，有必要考虑到以下情形。
例如，在股东大会会议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决议，当事后就这些决议的效力问题进行判断
时，有可能不会去就每个决议的程序瑕疵进行个别检讨，而是将会场秩序十分混乱作为该股东大会上
一系列决议的共同瑕疵，在此情况下进行的所有决议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因决议方法的显著不公正而
构成决议撤销事由。
为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有学者提出，有必要视具体情况而认可股东大会议长在会议秩序维持上具有
广泛的裁量权。
例如，股东大会临时变更会场原则上须基于股东大会的同意，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基于股
东大会议长的职权而实施变更。
［2］　　3.退场命令权　　股东不顾股东大会议长的说服和警告，依然继续妨碍议事进行，使股东大
会的议事运营产生障碍时，股东大会议长可以命令该股东退出股东大会会场（公司法第315条第2款）
。
不过，由于命令股东退出股东大会是对该股东基本权（即股东大会参与权）的剥夺，因此股东大会议
长必须慎重行使该权限，即原则上应该作为最后的手段利用。
[3]退场命令权的不当使用将构成股东大会决议的瑕疵。
就股东大会议长退场命令权行使的正当性，日本有如下判例：在股东大会上，议长指出某股东的质询
事项与股东大会的议题无关，行使质询权的该股东对此不服，并表示了不满，不仅如此，该股东还不
顾议长的停止发言命令，继续咒骂、怒吼、起哄，议长再三警告将命令其退出场外，但该股东依然没
有停止上述行为，于是议长行使了退场命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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