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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士文丛》是我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推出的丛书
之一，它以优秀的法律史学博士论文为甄选对象。
目的是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借以拓宽法律史学的研究领域，弘扬法文化，培养新的年轻
的研究队伍。
近年来，一批优秀的法律史学博士生或潜心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或驰骋于中西法文化交流的广阔领域
。
他们的论文反映了学术根基之坚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瑕疵，但仍不失为
法律史学宝库中的新贡献。
我们希望源源不断的法律史学博士论文能够成为《博士文丛》的源头活水，使它朝着预定的宗旨不断
地充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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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晚清修律的开创性成果，《公司律》的产生对于近代中国法制化进程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深远
的意义。
这种影响与意义不仅表征为成文法形式的确立，还渗透至国民的思想深处，唤醒其权利意识与法制理
念。
　　在后继的发展中，中国近代公司法改革历经了艰辛的过程，从晚清的《公司律》到《商法调查案
·公司律》，再到北洋时期的公司立法，包括《公司条例》、《公司注册规则》和《公司保息条例》
及其修正，直至最后司法判例与司法解释对成文法律的补充与融合。
通过对上述阶段的全面分析与深入研究，本文试图证明，与从商人自治中孕育而生的西方公司法不同
，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制定更多的取决于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主理念的勃兴和法制程度的提高，这种博弈逐渐从法律领域外的无序运行回
归到法律框架内的权力制衡，政府权力日益接受法律的约束与限制，商人利益逐渐受到法律的重视和
保护。
《公司法：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以〈公司法律〉和〈公司条例〉为中心》将结合六章的内容
阐述这一观点。
　　《公司法：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以〈公司法律〉和〈公司条例〉为中心》最后认为，在
传统社会中，政府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执政原则，而商人们则习惯于和政治保持足够的距离，“
在商言商”是他们一贯的守则。
但近代社会动荡的格局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将政府与商人同时卷入社会变革的漩涡中。
在公司法律近代化的平台上，双方根据自身力量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
对政府而言，开始由“无限权力”过渡到“有限权力”，因为法律范畴内的权力运作才是文明社会中
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
商人作为公司法的承受者，对于公司法的影响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而不断增强，这也是公司法作为商
法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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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内容提要引言第一章 晚清《公司律》的立法背景第一节 “无法”状况下的晚清公司运行一、晚清
公司发展概况二、《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状况第二节 “重商主义”影响下的政府立法的价值取向一
、重商主义的开始二、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失败三、立法初衷的功利性第三节 商人阶层发展的局限性一
、官商矛盾引发商人的不满二、官商共生决定了商人的依附性第二章 《公司律》的制度建构和历史价
值第一节 股东有限责任的设立及其意义一、股东有限责任产生的背景二、股东有限责任的内容及其意
义第二节 分权治理结构的确立及其规范一、股东大会二、董事会三、查账人第三节 商部解释对《公
司律》的发展和完善一、对“外洋附股”的说明二、对“一人公司”的否定三、“有限公司”的行业
限制第四节 《公司律》的法理价值一、“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的象征二、“私法自治”的开
端三、首开私权保护的法律意识第三章 《公司律》的理论缺陷与现实障碍第一节 《公司律》的法理
缺陷一、作为理论的基础的民法理论的欠缺二、法人理论的欠缺使《公司律》回避了对法人地位的规
定三、立法主义不一导致错误的类型划分四、体裁不整，规定简略第二节 政府干预对于《公司律》的
影响一、浙路公司事件二、理论上私法自治与实践中的政府干预第三节 从“官利”现象看商人对《公
司律》的态度一、“官利”：商人的现实选择二、“官利”：股权与债权的混合体三、“官利”：法
律先进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矛盾体现第四章 《商法调查案·公司律》：商人的法律构想第一节 制订《
调查案》的背景一、清末的商事习惯调查二、商会力量的壮大第二节 《调查案》的概况一、《调查案
》的立法宗旨二、《调查案》的制度创新第三节 《调查案》的意义一、商人参与立法的起点二、法律
本土化的尝试第五章 北洋时期的公司立法第一节 立法背景一、政府发展实业的努力二、商人的立法
参与第二节 《公司条例》的理论构架 一、《公司条例》的主要内容二、《公司条例》中政府权力的
扩大三、《公司条例》的修正第三节 公司注册规则的确立一、《公司注册暂行章程》二、《公司注册
规则》第四节 公司保息制度的创建一、立法宗旨二、《公司保息条例》的内容第六章 北洋时期公司
法的适用与发展第一节 大理院对《公司条例》的适用和解释一、大理院的判决例二、大理院的解释例
第二节 法律框架内商人的理性选择一、无限公司与家族观念的融合二、发展缓慢的两合类公司三、多
种因素影响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四、分担无限责任公司的构想第三节 诉讼与仲裁：不同的方式，
相同的目标一、诉讼中《公司条例》的适用二、商事仲裁的法律化结语附录Ⅰ 公司律 附录Ⅱ 公司条
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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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清《公司律》的立法背景近代公司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是随着晚清海禁大开，欧
风东渐而来的。
虽然公司制度本质上是外来经济传人后的产物，但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除西方公司制度的主流
导向外，中国社会的传统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的影响也始终存在。
不同于西方公司制度发展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大背景，特殊的环境使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更
多的从属于富国强民、救亡图存的大背景，被寄予了许多超越单纯经济理念的政治需求。
第一节 “无法”状况下的晚清公司运行一、晚清公司发展概况相对于西方公司的立法过程，近代中国
的公司制度从引入到以法律规范之，显然只经历了一个短暂和仓促的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不乏规模巨大的产业组织，但却是官办性质的各类工场，其机构规模亦主要体现
在所用工匠、职员较多。
在民间社会，虽然合伙经营方式源远流长且不断发展，并出现了集资较多的组织，但是传统合伙经营
一般以人合为前提，股东出资与经营不相分离且负无限责任，对外则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因而生产经
营效果有限。
这种传统经营方式同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密切相关，但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冲击
时，它在融资、经营规模等方面的局限性，就不可避免的显露出来。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
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
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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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毕业后回到南方小城从教，走在四季如春的校园，常会想起北方飘雪的早晨。
脚上仿佛踩在厚厚的雪上，耳边仍停留着那踩雪时的“吱吱”声。
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却又那么的遥远。
记得刚来学校时，看见窗外那棵树上的叶子在冬季掉尽了，总担心它的来年如何过。
春天来时，每天醒来都会看见有绿叶在不断生长，才明白原来这就是它的生存方式。
如今又是一个冬天，我在遥远的南方想念窗前的那棵树，不知它是否依旧。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从读硕士起，我就对公司法产生了兴趣。
在入门读博期间，在导师朱勇教授的指导下，我将公司法律近代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本文即是这些年学习的一个小结，基于悟性和能力所限，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这次有机会能够成书，
不甚惶恐。
在法大的求学期间，我有幸得到多位法学大家的指导。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导师朱勇教授，本文从选题到写作的全过程，都得到朱老师全面、细致、认真的指
导，从恩师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睿智的学者品质。
特别感谢张晋藩先生的谆谆教诲，先生作为法律史学界的泰斗，他高屋建瓴的学识总让吾辈学人旷若
开云见日。
感谢我的奶奶、我的父母给予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始终不渝的爱护是我坚持的动力。
去年冬天，我最敬爱的爷爷离开了我，让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叫“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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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法: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以《公司律》和《公司条例》为中心》共分为六个章节，通过
对这六章内容的具体阐述，作者对中国近代公司法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深入研究，并以全新
的视角，丰实的史料，证明了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制定取决于政府权力与商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所属的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前身是中国政
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创始人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
现中心名誉主任为张晋藩先生，朱勇教授任主任，张中秋教授任常务副主任。
中心现设有法制史、比较法史、法文化史三个研究室和资料室、网络室、办公室、信息交流部。
1985年以来，在张晋藩先生的带领下，中心（所）承担并完成数十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
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法制通史》（1蜷本），其中获奖成果20余项
。
目前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持的各类在研项目18项，获得课题经费300余万元，其中国家级重大项目有“
清史·法律志”等。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已出版学术著作100余部、教材30余部、工具书10余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0余篇
，其中在国外／境外发表论着20余篇（部）。
二十年来，中心的法律史学研究已形成鲜明特色，同时承担了博士后、博士（包括留学生）、硕士研
究生以及本科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
中心始终以学术为己任，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每年至少主办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国内会议
。
中心现有学术年刊、博士文丛和学术文库三个出版系列，并与国内外多家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将团结学界同仁，群策群力，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的法律史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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