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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中国向来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主要的经济方式，即便萌发出一些手工业和商业，其组织形
式也以独资与规模不大的合伙为主。
当近代的工商经济和工业文明随着西方的商品、宗教、武力和强权等一起进入中国以后，西方现代的
企业组织模式便对中国原有的经济组织形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尽管开始时清政府采取的保守的应对之道是试图将西方的现代企业组织模式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理体
制进行嫁接的“官督商办”形式，然而，推动农耕社会走向工商文明的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企业组织
形式的发展已呈不可阻遏的趋势。
在现代企业组织模式培育与成长的过程中，从清末就开始了公司法的立法尝试。
在本书中，作者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自清末启动有关立法的步子以后，逾半个世纪不同政府的公司立
法成果及其得失，而且对其评价也堪称中允。
晚清修律运动中颁行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就是包括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的《大清商
律》，其中《公司律》从体系、内容到立法语言，都存在许多不足，但体现了中国人对公司和公司法
的初步认识。
特别是在修律中率先制定这部法律，反映了清政府借助立法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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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提高的成果，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领域问题的长期关注和
积极思考。
以往法学界对公司法的研究，围绕当前中国公司制实践的研究居多，注重国外最新公司法理论与实践
的研究居多，而对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与实践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本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近代中国4
部公司法上，对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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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淑君，1970年生，山东省昌邑市人。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博士，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在《理论动态》、《理论前沿》，《中国改革报》、《法学》、《法学论坛》等报刊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3部，参编学术著作10余部。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1项、校级重点课题3项；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主持、参与的研究课题曾多次在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中获奖。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法文化、法治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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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6年《公司法》的突出特点    二、1946年《公司法》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最为完整、成熟的    公
司法，深刻影响着中国现行公司立法第五章  历史的启示与共鸣    一、公司法在中国的百年历程：一个
大历史视角的回顾    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公司法承载了不同时期政府所赋予的使命：历史的
共识与现代的思考    三、在中国公司法史上，后世立法都非常重视对前世立法的继承    四、在中国公
司立法史上从不缺少在移植西法基础上的大胆创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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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前些日子，正是整理书稿的时候，海的那边飘来了《海角七号》，品味着剧中的情节，心情也随剧情
中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而跌宕起伏。
此时，不由得想起了导师徐永康教授在课上，娓娓道来地和大家一起研讨的那本书——黄静嘉先生的
《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于是，重拾再读，还想重温台湾的那段非
同寻常的历史，但重读的冲动，似乎更多的，是想找回一种熟悉的感觉，找同那些在菁菁华政园读书
的日子，还有那韬奋楼上传来厚重的钟声⋯⋯温馨而亲切。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穿隙而过。
回头望望，自博士毕业离开校园已有两载之余。
忘不了在校读书时，恩师徐永康教授对我的谆谆教诲，徐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缜密的学术思维，深深
影响着我，鞭策着我。
忘不了导师何勤华教授、王立民教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毕业以后，我留在上海工作，这使我可以偶尔忙里偷闲回到华政，再次聆听导师们的教诲。
应该说，我的些许进步凝聚着导师们的心血和汗水。
在本书交付出版之时，我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与喜悦，因为该写的、想写的还有很多。
虽说我在论文写作与书稿修改过程中，已经尽了力，但作为一名在浩瀚的法律史之海中遨游的学子，
需要深化的知识还太多、太多，对此，我深有体会。
“近代中国公司法史论”是个大题目，需要大量的史料支持和多层次的分析论述，做好它的确不是一
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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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晚清政府没有为新兴的工商经济提供任何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关
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①“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②“这些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位实现规模（股份公司、企业），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提
高要素市场效率（圈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公司）。
这类制度安排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
”③晚清政府在最初引进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时候，并没有给全社会提供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供
给，相反却提供了一种无法“刺激”个人经营的“官督商办”和“专利”制度。
而这一制度本身也是模糊不清、没有明晰的制度边界，官方的意志是通过就事论事的约章、奏咨、章
程等来表达的。
质言之，晚清早期的公司实践是在没有法律制度可供依循的状态下开展的，所有公司活动都是在一种
“没有明确预期”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
晚清的传统法律架构没有为20世纪初国内工商经济的发展提供任何有效的制度空间。
无论是国内华商公司，还是外商在华的公司都迫切需要一种现代的法律架构为其明确法律地位，厘清
交易关系，提供纠纷解决机制和权利保护机制。
晚清的《大清律例》和《户部则例》中，仅有关于市场管理和一般钱债关系的规定，不能满足需要。
除此之外，各种公司“所资以维护而监督之轨范，最初不过有交涉之约款、磋订之合同、试办之奏咨
、批准之招股章程、内部之办事细则”④。
关于商办公司的法律地位、公司的种类、公司的设立与登记、公司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等均无统一
的法律可供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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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史论》中，作者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自清末启动有关立法的步子以后，逾半个世
纪不同政府的公司立法成果及其得失，而且对其评价也堪称中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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