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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事案件裁判要点与裁判依据全书》按照商事案件类别，分为公司企业案件、商事侵权案件、商事
合同案件、金融票据案件、证卷期货案件、保险案件、海事海商案件、商事综合与其他案件八个大类
，每个类别下包括裁判要点和裁判依据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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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公司、企业案件 1.公司、股权 2.企业、合伙 3.清算、破产 4.改制 二、商事侵权案件 三、商事合同
案件 1.总则 2.各类合同 3.合同担保 四、金融、票据案件 1.银行 2.票据 3.金融不良资产处理 4.典当 五、
证券、期货案件 1.证券 2.期货 六、保险案件 七、海事、海商案件 八、商事综合及其他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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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四条 【合同终止与违约】合营企业如发生严重亏损、一方不履行合同和章程规定的义
务、不可抗力等，经合营各方协商同意，报请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
记，可终止合同。
如果因违反合同而造成损失的，应由违反合同的一方承担经济责任。
 第十五条【纠纷】合营各方发生纠纷，董事会不能协商解决时，由中国仲裁机构进行调解或仲裁，也
可由合营各方协议在其它仲裁机构仲裁。
 合营各方没有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的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生效时间】本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根
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外
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作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作者）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下简称
合作企业），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合同约定与法人资格】中外合作者举办合作企业，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在合作企业合同中
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
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
 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第三条 【合法权益】国家依法保护合作企业和中外合作者的合法权益。
 合作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有关机关依法对合作企业实行监督。
 第四条 【国家鼓励】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或者技术先进的生产型合作企业。
 第五条【报批】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
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
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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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裁判要点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典型案例、裁判文书的裁判要点，简称
“公报栽判摘要” 。
这部分内容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观点，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第二类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其编写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上刊登的典型案例中的倾向性意
见，简称“民一庭意见"。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主要负责民事案件审判的指导工作，因此其倾向性意见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
    第三类是编者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地方法院请示所发布的个案复函中提炼归纳的倾向性意见，简称
“最高院复函意见”。
  裁判依据也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工作规范化以后，以“法释
”文号公布的全部指导民事审判的司法解释（不含程序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工作规范化
以前发布的、按照现行标准应归人“法释”文号、只是因为发布时间过早未能归入的司法解释。
    第二类是司法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审判实务工作中发布的“法释”文号以外的其他文件。
    第三类是法律法规，这是最为核心的裁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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