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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股东代表诉讼是一个“舶来品”，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制度。
然而，它的出生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生长、发展，并发挥着它的作用。
一些研究比较法的专家认为，借鉴“主要是放在某个国家接受法律制度移植时的移植过程上，而不是
这个法律制度起源自哪个国家。
例如，已拥有正规法律秩序的国家接受法律制度移植后，是否使移植进来的法律制度适应了本国国
情(adaptation)?另外，引进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否是该国已经‘适应’了的东西(familiarity)?如果满
足了这些条件，移植进来的法律体系就会发挥效用”。
他们的观点，一是强调引进来的法律应适应接受国的国情；二是强调接受国应适应引进的法律。
但是，不论是哪一种“适应”，都需要首先弄清所要引进制度的本意和它所生存与发生作用的条件。
李小宁博士撰写的《公司法视角下的股东代表诉讼》恰恰就是揭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内涵、生存环
境与如何发生作用的，因而是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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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法视角下的股东代表诉讼》的研究表明，股东代表诉讼源于英国，成熟于美国。
之后，为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相继引入。
我国2005年《公司法》修订中也引入了这一制度。
但是，股东代表诉讼在英国公司治理中的成效甚微，即使在2006年英国新《公司法》颁布之后，也未
见根本性改变。
相比较而言，股东代表诉讼在美国公司治理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公开公司中作用尤其显著
。
但是，现今股东代表诉讼的作用也不如过去。
而德国法中的股东代表诉讼是在保留自己传统的基础上从美国引进的，它突出表现在2005年《股份公
司法》的改革之中。
不难看出，股东代表诉讼自问世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创制国和移植国对股东代表诉讼的态度
不同，各自的做法和理论支撑不一。
作者对英、美、德三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经验和学说的比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股东代表诉讼的
功能，确定应采取的态度和有效发挥其作用是有益的。
    作者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研究始终围绕两大问题，即股东代表诉讼是正当原告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例
外适用；是寻求维护公司效率和保护公司及其小股东利益之间的平衡。
这不仅表现在股东代表诉讼论题的提出，也表现在对这一论题的论证与展开之中。
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它就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本质，或者，它就是这一制度实际运作的核心。
实践表明，各国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解答，就导致了不同国家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上的差异
和这一制度作用的不同结果。
当人们重视公司利益之时，公司效率就有所牺牲；当人们重视公司效率之时，公司利益的保护就不会
那么充分。
作者的研究也表明，各国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态度是通过立法与司法体现出来的。
当然，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国家尤其如此。
后者，在制定法律时就明确了正当原告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例外适用到什么程度，利益衡量的天平向
哪一方向倾斜。
同时，法院在诉讼中有很大的裁量权，它对“例外”和“倾斜”还会产生影响。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规则是法律规范渊源的-二部分，因而法院的裁量权就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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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宁，女，安徽休宁人。
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并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年于复旦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
于香港大学法学院获普通法硕士学位，2001年参加美国富布莱特研究项目“美国历史和法律沿革”
，2006年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5年8月至2002年8月、2007年3月至今任职于复旦大学法学院。
曾在国内外出版和发表著作、论文（包括译文）若干，并曾参加上海市政府科研项目。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法和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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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一、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一）正当原告原则当公司受到侵害时，通常应当由公司本身
就该不当行为提起诉讼，诉讼所得损害赔偿也应当归于公司，这即所谓的正当原告原则（the proper
plaintiff Prinnciple）。
其他主体，如股东个人或债权人均不能就该不当行为提起诉讼和寻求救济，即使他们的利益也会因此
间接受到损害。
举个例子：当公司受到侵害并遭受损失时，公司股份的价值也会随之下降，由此股东利益也会间接受
损；如果损失巨大导致公司破产，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正当原告原则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
事责任。
虽然该独立人格是由法律所拟制，但它是现代公司法的基石之一。
当公司利益受到侵害时，公司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正如其以自己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一样。
其次，如果由公司提起诉讼，所得赔偿将归于公司，从而间接保护了所有利益相关人（包括债权人和
股东）的利益。
再次，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如董事会（而不是股东个人）往往被认为最适合决定诉讼是否符合公司最佳
利益，因为这些机构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并通常具有专业知识。
最后，正当原告原则要求诉讼由公司提起，或以公司名义进行，这可以避免多重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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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然而，庆幸的是，在从事该课题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为其所涉内容之广、之难所吸引，思考、
探索之心从未停止。
而近些年来在英、德、中等国发生的公司法重大变革均涉及股东代表诉讼，这使得我的研究更有意义
，也更有趣。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英文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2002年9月，我拿到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奖学金，前往风车和郁金香的国度，开始我的博士研究生涯。
四年多的苦读，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2006年12月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我的论文成为格罗宁
根大学公司法部门自1989年来发表的35篇博士论文(包括荷兰本国学生)中仅有的3个优秀论文之一；作
品也在国际知名的Kluwer出版社出版。
兴奋之余，即已决定将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同行，而荷兰导师的鼓励和督促更是本书得以成就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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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法视角下的股东代表诉讼:对英国、美国、德国和中国的比较研究》为复旦法学文丛之一，由法
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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