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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西法东渐中国企业法制初创以降制度变迁之启示，乃企业法制的构建与完善既要借鉴国际经
验又要注重本土资源。
当前中国企业法制呈现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的格局，立法重复和冲突驱使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次企
业法制转轨。
在两种体制此消彼长的转换中，不仅需要与国际接轨完善中国现代企业法制使之成为一般性常态化民
商法范畴的普通企业法，还要以传统企业立法为基础立足国情建构体现国家干预性、公益目标和非常
态化经济法范畴的特别企业法，以此实现企业法制二元化和企业法制从双轨并行到二元共存的第二次
转轨。

《中国企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变革》是我国首部对中国企业(公司)法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综合
研究以探究其演进规律和发展方向的学术专著。

《中国企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变革》由法学博士孙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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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71年9月生，安徽六安人，法学博士，2008～2009年度加州伯克利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理事、
湖北省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研究方向为反垄断法、企业(公司)法、经济法基础理论和金融监管法。
主要著作有：《反垄断法——制度与原理》(独著)、《企业法实例说》(独著)、《中国竞争法新论》(
合著)、《外来劳工(农民工)权益救济理论与实务》(主编)、《妇女权益救济理论与实务》(副主编)；
参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教材、《月旦财经法杂志》、《法商研究》、《法学评论》、
《社会科学研究》等报刊公开发表中英文论文八十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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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织机构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2条规定，“合作企业应
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
”此外，还规定了合作企业成立后可改为委托中外合作者以外的他人经营管理。
由此可以看出，合作企业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很大的区别。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织机构形式分为以下三种： 1.董事会制。
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实行董事会制。
董事会是合作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合作各方协商产
生；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则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
董事会可以决定任命或者聘请总经理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合作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可以设副总经理1人或若干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
 2.联合管理制。
对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一般实行联合管理制。
联合管理机构由合作各方代表组成，是合作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
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联合机构主任的，由他方担任副主任。
联合管理机构可以设立经营管理机构，也可以不设立经营管理机构。
对于设立经营管理机构的，总经理由经营管理机构任命或者聘请，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对联合管理机构负责。
对于不设经营管理机构的，由联合管理机构直接管理企业。
 3.委托管理制。
经合作各方一致同意，合作企业可以委托中外合作一方进行经营管理，另一方不参加管理；也可以委
托合作方以外的第三方经营管理企业。
合作企业成立后才改为委托第三方经营管理的，属于合作合同的重大变更，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联合管
理机构一致同意，并报审批机关审批，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盈亏分配和投资回收 1.合作企业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 关于合作企业收益或
者产品的分配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条、第21条都有相关的规定。
该法第21条第1款规定：“中外合作者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分配收益或者产品，承担风险和亏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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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企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变革》是我国首部对中国企业（公司）法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综
合研究以探究其演进规律和发展方向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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