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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公司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人翁，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家富强、百姓富庶、社会和
谐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那么，公司法则是公司经济生活中
的根本大法，是投资兴业的总章程。
实践证明，完善的公司法治是增强民族经济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是衡量一国或者地区资本市场现代化
和法治化的试金石，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基础。
凡属市场经济大国，不管其为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无不拥有引以自豪的公司法，无不拥有一大
批职业化的公司法学者、公司法法官和公司法律师。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公司法》针对1993年《公司法》重管制、轻自治，
重国有、轻民营，重除弊、轻兴利等弊端，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新《公司法》是一部鼓励投资兴业的服务型公司法、鼓励公司自治的市场型公司法、对国有经济与民
营经济一视同仁的平等型公司法、债权人友好型的公司法、弘扬股权文化的护权型公司法、优化公司
治理的规范型公司法、注重社会责任的人本型公司法、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诉型公司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呵护公司制度就是保护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增强民族经济的竞
争力，就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微观经济基础。
　　笔者自从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攻读民商法博士学位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公司法的研究工
作，并撰写公司法的专题著作和学术论文。
到现在，我出版了几部自己还算满意的独著，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公司的社会责任
》和《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等。
早就想写一部体系化的公司法著作，也有不少热心读者和出版社约我写这样一部公司法著作。
但由于近年忙于一些课题研究包括公司法修改的专题研究，而迟迟未能如愿。
　　人是需要压力的。
压力也会变成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承蒙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的厚爱和约请，我不揣才疏学浅，完成了这部体系化的公司法著作。
这本书基本覆盖了公司从设立到清算的生命周期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法律制度，并就公司争讼的裁判思
维进行了探讨。
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公司法读者尤其是学习和研究公司法的学术界人士以及运用公司法的实务界人士有
所帮助。
　　电影是遗憾的艺术。
公司法是遗憾的艺术。
公司法著作也是遗憾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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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现代公司法”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外国公司在华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法院受理的公司争讼现状与特点、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护机制、债权人保护的其他法律机制、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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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民商法博士
。
兼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全国总工会法顾委委员
等。
　　199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民商法博士学位。
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历任所长助理、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经济法室
副主任、社会法室主任等职。
1996年至1997年，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8年赴荷三！
阿姆斯特丹大学从事访问研究。
2000年至2001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和堪萨斯大学作访问学者。
多次赴美国、荷兰、德困、芬兰、新西兰、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出席国际学术
研讨会，提交英语论文并发表英语演讲。
　　作为核心咨询专家或起草工作组成员。
参加了《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合伙企业法》、《政府采购法》等商事法
律的研究、起草和修改下作。
主要代表作《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公司
的社会责任》等，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1999年被北京市法学会授予“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2003年被《财经时报》评选为全国“2003年度十大意见领袖”。
2005年《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一书在第一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评选中获一等奖。
2006年被中国法学会评选为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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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第三节　公司债券的流转第四节　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第五节　优化企业融资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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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三步曲及其评析第三节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的国家股东权保护第四节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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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公司法总论　　第三节　公司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的关系　　一、现代企业的多样性及
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性　　与公司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现代企业”。
“现代企业”一语有广、狭二义，前者泛指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各种企业组织形式，既包括现
代公司，也包括现代个人独资企业、现代合伙企业、现代合作社以及其他派生的企业组织形式。
例如，目前存在于许多欧盟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利益集团（EEIG），既有类似于合伙企业的一面，也有
类似于合作社的一面。
就前者而言，成员对集团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就后者而言。
集团的商事活动附属于成员的商事活动，集团的经营范围只限于为其成员提供辅助服务，而不公开向
社会开展独立、广泛的经营活动。
例如，倘若集团的成员是产品生产企业，集团可以为成员提供运输服务，但不能向社会上的广大客户
提供运输服务。
而狭义的“现代企业”仅指现代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
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既包括股东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包括一人公司；股份公司又有非上市公司
与上市公司之别。
　　企业组织形态法定乃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即现代企业组织形态须由法律明确规定，
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
现代企业组织形式虽然源于契约自由精神，闪烁着商人尤其是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智慧，仍最终体现为
立法的创造物。
唯有如此，才能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投资者、经营者与交易伙伴对自己的风险、权利
、义务与责任有所预期，并避免投资自由与结社自由之滥用。
例如，投资者（包括公司股东、有限合伙人等）要享受有限责任待遇，必须经过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
立法者的明确首肯，才具有公信力、正当性与合法性。
因为，没有法律明确的相反规定，任何民事主体都要对自己开展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清偿
责任。
当然，投资自由与交易安全、商业智慧与公平理念在市场经济大舞台上的激烈较量与妥协，是促使立
法者铸就五彩斑斓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动力。
企业组织形式法定原则并不意味着现代企业制度是静止、封闭、一成不变的。
相反，现代企业制度是动态、开放的体系，与市场经济实践及商业智慧互动共进。
除了公司、合作社、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典型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不断涌现出来的非典型现代
企业制度，如投资基金制度和信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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