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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总则的再生

钱玉林

　　内容提要：现行公司法总则的大部分条款被提取到民法总则，剩余条款已然难以担
当总则的功能与作用。从域外立法来看，因对商事组织存在不同认识，各国和地区的经

验并不相同。英美法对公司和合伙采取区别立法的模式，并受其立法传统影响而一般

不设总则；大陆法有关商事组织的立法，在民法典中普遍设有法人的一般规定，民商分

立的国家和地区还在商法典中设有总则。日本公司法从商法典中独立出来之后，则将

商法典有关公司的一般规定也移植到了公司法中。从企业发展史和企业法律形态的结

构来看，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实质上类似于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是一种替代性组

织。未来公司法宜选择重构路径，通过一并对企业形态进行改造，将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改造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合伙等，并整合到公司法中，编纂完备的公司

法典。借鉴日本公司法的立法经验，可将目前国内学者所主张的商法通则等内容作为

基础，进而重构公司法的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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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林，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民法总则中有关法人和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第５７－８６条），存在明显地复制公司
法相关内容的问题。〔１〕 尤其是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第７６－８６条），除了
第７６条关于营利法人的定义和类型的规定外，其余１０个条文均取法于公司法的规定，其
中，有７个条文完全是从公司法总则中移植过来的。民法总则在立法技术上虽采用了“提
取公因式”的方法，〔２〕以此引领民法规范的体系化、法典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营利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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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蒋大兴：《〈民法总则〉的商法意义———以法人类型区分及规范构造为中心》，《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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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规定则是以公司法律形态为基本定位，并以公司法为基础而“构建”出来的，而不是

“提取公因式”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主要发生对公司

这一企业法律形态产生规范的意义和效力，那么，对公司法总则而言，是否维持原有公司

法总则的基本规定，将剩余的公司法总则条款“瘦身”成未来的公司法总则，还是积极地

回应民法总则作为一般法的意义，重构与民法总则有关法人一般规定、营利法人一般规定

相协调的公司法总则规范体系，无疑是当下公司立法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基于民法总则

的功能和在适用法上的一般法地位，从实质性法律规范的角度，梳理现行公司法总则的规

范体系；再从立法技术和适用法的原则出发，分析营利法人架构下公司法总则重构的局限

性。在比较法上，基于对企业形态的不同认识和选取的不同立法模式，公司法总则虽然作

出了不同的制度性安排，但这种安排均试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重构我国公司法总则

时，其经验可参酌利用。尤其重要的是，应跳出民法总则上“提取公因式”的技术性立法

思维，转向功能主义立场，并对商事主体作统筹考虑，以改革思维对公司法总则的结构和

内容作彻底的重构。

一　民法总则对公司法的提取与后遗症

《民法总则》是以《民法通则》为基础，〔３〕提炼其他民商事法律的共同性规则编纂而

成。对于法人的一般规定，与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更加体系化。其中，民

法总则仅保留了法人的定义及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条款，同时将法人的条件修

订为法人的成立并对条款作了新的表述；对法定代表人和法人的清算条款作出了大幅度

的修订和补充；对法人住所的规定进行了补充。在此基础上增加规定了法人的独立责任、

法人的登记、法人的合并与分立、法人的终止、解散与破产、法人分支机构的设立以及法人

设立人的责任等（见表１）。在结构上，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并不是散乱的，它基
本上贯穿了一条从法人成立到终止的时间线索，涵摄了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

的共同性规定，在民法总则内成为法人规范体系的小总则。

表１　民法总则有关法人一般规定的源流分析

《民法总则》 《民法通则》 源流分析

法人的定义及、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

为能力

法人的定义、法人的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
民法通则规定的继承

法人的成立 法人的条件 民法通则规定的修订

法定代表人及其责任 法定代表人 民法通则规定的修订、补充

法人的住所 法人的住所 民法通则规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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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民法总则》 《民法通则》 源流分析

法人的清算（清算义务人、清算程序、

清算组职权、剩余财产的处理等）
法人的清算 民法通则规定的修订、补充

法人的独立责任 从公司法总则中提取

法人的登记、公示与对抗效力 从公司法中提取

法人的合并与分立 从公司法中提取

法人的终止 从公司法中提取

法人的解散 从公司法中提取

法人的破产 从公司法中提取

法人的分支机构 从公司法总则中提取

法人设立人的责任 从公司法中提取

需要指出的是，民法总则新增的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并非是对营利法人、非营利

法人和特别法人有关法律规范提取公因式的结果。在民法总则规定的这些具体法人形

态中，现行立法主要对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

会服务机构等制定了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与民法总则的规定相对照分析，不难发现，

民法总则新增的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实际上主要是参照公司法和国外民事立法的规定

作出的。

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性规则，基本上是从公司法移植过来的。其中，以营利

为标准对法人进行分类，是我国民法总则的首创。立法者认为，这一分类能反映法人之间

的根本差异，传承了民法通则按照企业和非企业进行分类的基本思路，比较符合我国的立

法习惯，实践意义更为突出。〔４〕 所以从本质上，营利法人仍具有民法通则上企业法人的

实质内涵，只不过是一种概念性的替代，即以营利的概念取代了原来的企业概念，使之

“更加科学”，〔５〕“更加符合法律概念的组合逻辑”而已。〔６〕 在民法通则中，有关企业法人

的条款共９条（第４１－４９条），包括企业法人资格的取得、经营范围、企业法人的民事责
任、企业法人的变更、企业法人的终止、注销登记、清算、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以及法定代

表人的法律责任等。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共１１条（第７６－８６条），除了有
关营利法人组织机构的一般规定（第８０－８２条）提取自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
有限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定外，另有７个条文均来源于公司法总则。这些条款包括营利法
人的成立、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制定、人格否认、关联交易、决议撤销以及社会责任等规定

（见表２）。其中，有关营利法人决议的效力，民法总则草案基本沿袭了公司法总则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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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参见张新宝：《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基于功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
第２５页。
参见赵旭东：《民法总则草案中法人分类体系的突破与创新》，《中国人大》２０１６年第１４期，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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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不知基于何种原因，最终通过的民法总则仅对法人决议的撤销及其法律后果作了一

般性规定。〔７〕

表２　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取法于公司法总则的对应条款

《民法总则》 《公司法》

第７７条 营利法人的成立 第６条 公司的设立

第７８条 营业执照 第７条 营业执照

第７９条 法人章程 第１１条 公司章程及其效力

第８３条 营利法人人格否认 第２０条 公司人格否认

第８４条 营利法人关联交易 第２１条 公司关联交易

第８５条 营利法人决议撤销及其后果 第２２条 公司决议的无效与撤销

第８６条 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的原则 第５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原则

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之所以从公司法中提取，主要是基于公司客观上

已成为我国企业法人典型的组织形式。《民法总则》第７６条第２款规定，“营利法人包括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立法上也仅列举公司为营利法人的具

体组织形式，对其他已经存在或可能出现的营利法人组织形式则采用“其他企业法人”的

用语来兜底概括。〔８〕 除了具有法人资格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般都采取公司的组织形式外，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

企业这类以所有制为标准划分的企业，经过改制之后也大多已改造为公司制企业法

人，〔９〕所以民法总则列举公司为典型的营利法人具体类型，也正是基于我国企业法律形

态的实际状况。加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战略决策，〔１０〕因此，完善法人制度，是民法总则制定中的重点问

题。为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为改革发展提供法律支撑，编纂民法典不是简单的

法律汇编，而是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兼顾法律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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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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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０月和１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三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二次审
议稿中，有关营利法人决议的效力，该条第１款中曾规定：“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的决议内容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无效。”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民
法总则草案二次审议稿听取意见。在座谈会上，有的地方建议将该条第１款修改为：“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
行机构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无效。”但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三次审议稿中删除了该条第１款的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本次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民法总则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未提及删除该款的理由。此后直至民法总则草案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均无有关营利法人决议无效的规定。参见《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

集》编写组编：《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０页以下。
２０１７年３月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
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中也指出：“对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草案只列举了

几种比较典型的具体类型，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出现的其他法人组织，可以按照其特征，分别归入营

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

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１９页。
参见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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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和前瞻性。〔１１〕 从这个角度，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基于公司作出，似乎

是理性的选择。

结合表１和表２，公司法总则中有关公司的独立责任和公司分支机构及其责任等条
款被提取到了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中，有关公司住所的规定则与民法通则和民

法总则中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相同，因此，公司法总则（共２２条）完全进入或部分进入民
法总则有关法人和营利法人一般规定中的多达１０条，仅剩下１２个条款尚未被提取到民
法总则中去。这些条款包括立法宗旨、公司类型、股东权利、公司名称、公司形态变更、经

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公司转投资、公司担保、职工权益保护、工会和党组织活动等。从内

容和功能的发挥来说，剩余的这些条款显然难以担负起公司法总则的功能。民法总则提

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是为了立法经济的目的，配合法典总则应有的功能，单行法或特别法

相应的规定应作减负操作，就此意义上，公司法总则与民法总则相重叠的规定应当予以删

除。如此，剩余条款是否还要沿用公司法总则来统辖，不无疑问。但如果废除公司法总

则，那么这些剩余条款的安置同样也成为问题，因此，重构公司法总则是民法典编纂后公

司法修订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立法议题。

编订民法总则的意义在于，立法上体系化地演绎民商事法律规范的整体及内在的逻

辑，使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经验的存在，而是作为原理科学地表达其中的法律原则、法律适

用规则、价值取向、立法理念和适用于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共通性规则等一套规范体系。在

适用法上，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适用于包括公司在内的所有法人，否则，总则编

就丧失了立法经济的功能。不过，民法总则在从公司法总则中提取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

规定时，对抽象与具体的分量把握得不是十分圆满。例如，有关营利法人的人格否认制

度，该条完全脱胎于公司法第２０条的规定。比较法上对股东滥用有限责任而否认公司人
格，均是通过判例作为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在个案中处理的，而且法人人格否认的效力也

仅限于个案。公司法总则将国外判例法上生成的个别规范上升为一般规范，其正当性本

身存疑，〔１２〕又将该项具体的例外规则进一步引入民法总则，错配为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

领性”的私法一般规范，实难苟同。因为对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而言，对股东有限责任和

直索责任的“分量”作出权衡，只是作为个案裁判的一个正当理由，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意

义，因此，这项制度根本不具有私法一般规范的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特质，不宜置入法

典化的民法总则中去。其他如营利法人的设立、营业执照、章程以及瑕疵决议的撤销等，

则对公司法采取了“雁过拔毛式”的提取公因式（参见表２），造成了完整法条的割裂。例
如，民法总则第８５条有关营利法人决议的效力，仅对法人决议的撤销及其法律后果作了
一般性规定，而公司法第２２条对公司决议无效和撤销两种情形作出了规定，造成有关公
司决议的效力性规则分离的现象，无论是民法总则的规定还是公司法总则的规定都丧失

了规范的完整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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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参见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参见薛波：《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入典”的正当性质疑———兼评〈民法总则〉“法人章”的立法技术》，《法律科

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１８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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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不应忽视的是，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适用法

上，公司法优先于民法总则适用，因此，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尽管来源于公司法，但被提取

到民法总则后其规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处于补充适用和兜底适用的适用法顺位。而民

法总则草案曾规定，营利法人“……没有规定的，适用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该规定

经审议后，认为草案已对特别法规定优先适用作了统一规定，没必要再作重复规定，后被

删除。〔１３〕 事实上，该项规定与特别法优先适用的规定（民法总则第１１条）并非重复规定，
恰恰是相反规定。因为根据该规定，民法总则对营利法人没有规定的，适用公司法等法律

的规定，意味着公司法等法律成了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法，而民法总则却成了优先适用的

特别法。这显然是混淆了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与法律适用原则相悖。因此，删除该

项规定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否隐含了立法者不恰当地将公司法视为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

人的补充性规范的思路呢？另外，民法总则在“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中，承认了法

人、非法人组织的决议为民事法律行为，那么仅在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中对决议的撤销及

其法律后果予以规定也是不恰当的，〔１４〕应抽象到涵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一般法层面，

否则，有关决议的撤销及其法律后果似乎只是对营利法人的特别事项而作出的特别法规

范。总之，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是营利法人的一般法，而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和

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均为公司法的一般法，不仅民法总则内部有关法人和营利法人的规

定要协调好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民法总则还要与外部的公司法总则协调好一般法与

特别法的关系。

二　“营利法人”范畴下公司法总则重构的局限

（一）法人与营利法人的立法逻辑区分

法人的本质在法制史上有过争论，其中有观点认为法人为法律拟制的人格，凡法律承

认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都可称为法人。在此观点下，法人与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被

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待，如法国民法典和商法典均规定，所有公司均享有法人资格；〔１５〕

日本的公司立法也承认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均为法人。〔１６〕 但我国自民法通则以来的民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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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参见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

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将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对于法人决议的规定，仅适用于社团法人，且置于社团

法人的章节中。如《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等。但有学者提出，有关法人决议行为应放在“民事法

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不宜置于“法人”部分规定。参见王雷：《论民法中的决议行为———从农民集体决议、

业主管理规约到公司决议》，《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９８页；薛波：《〈民法总则〉对商事关系的包容性及表
现———兼论决议行为立法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５８页以下。
《法国民法典》（１９７８年第７８－９号法律）第１８４２条规定，除隐名合伙以外的公司，自登记之日起享有法人资格；
《法国商法典》（２００３年第２００３－７号法律批准）第２１０－１、第２１０－６条规定，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在内的所
有商事公司，在登记簿上登记之日起享有法律资格。参见《法国公司法典》（上），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页以下。
《日本公司法》第２条规定，公司包括股份公司、合名公司（无限公司）、合资公司（两合公司）和合同公司（有限责
任公司）；该法第３条明文规定，“公司是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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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立法一直将法人与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加以规定，认为只有

法人成员对法人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组织才能称为法人。民法总则沿袭了民法通则对

法人的基本认识，并以营利为标准，将公司定义为营利法人。在这个法构造下，有关公司

的法律规范体系由民法总则有关法人和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组成。在营利法人范畴下，这一规范体系无疑是重构公司法总则的规

范基础。

编纂中的民法典包括总则编和六个分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

承编和侵权责任编），虽然民法典确立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物权

编、人格权编、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也都涵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但就民事主体立法而言，

民法典主要是围绕自然人展开的，并以自然人从出生到死亡为线索建构其逻辑体系。公

司法首先是规范公司组织的基本法，与民法典对自然人的体系化逻辑一样，也是遵循了从

公司设立到公司终止的这样一种“生命逻辑结构”（可称之为结构主义立法模式）。这个

逻辑结构在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中同样可以被观察到。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现

象：民事主体被视为生命体，在立法上是以该主体从出生（成立）到死亡（终止）为基本线

索编排规范结构体系的，而民法典以自然人为主要关照对象，所以对自然人而言，民法典

至少在结构上构成了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但对法人、非法人组织而言，民法典仅在总则

编中以抽象性规范的形式表达了这一逻辑结构体系，贯彻这一编排逻辑的完整性体系只

能在有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单行法中才能被呈现。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民法

典中作为总则规范的法人一般规定，与公司单行法整个规范体系在结构上遵循了相同的

逻辑；而民法总则中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则与公司法总则基本保持了一致的规范构

造逻辑。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民法总则采取了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有关法人和营利

法人的一般规定虽然都是提取公因式的结果，但两者遵循了不同的逻辑结构，公司法总则

乃至整个公司法体系的重构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二）公司法总则的重构逻辑

若公司法总则的重构采取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一般规定的构造逻辑，也即继续沿

袭原有公司法总则的规范构造逻辑，那么，未来公司法总则只能就剩余条款继续重新编

排，最多增加、删除或修改、补充个别条款。如前所述，公司法总则剩余条款包括两类：一

是完全没有被民法总则提取，保留原有规定的条款。包括立法宗旨、公司类型、股东权利、

公司名称、公司形态变更、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公司转投资、公司担保、职工权益保护、

工会和党组织活动等１２个条款；二是主要内容被提取到民法总则，残留了小部分的规定。
包括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批准设立、营业执照换发、公司章程效力等４个条款。这些剩余
条款从内容体系上讲已经碎片化了，即使重新整合，也难以发挥总则的功能。有些事项，

如股东权利和股东有限责任、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等，完全可以置于有限公司或股份公

司设立的部分加以规定；公司转投资和公司担保的事项，则重新回到董事、监事、高管的资

格与义务部分予以规范，这样做还有利于澄清现行公司法第１６条的规范意义，减少法律
适用中不必要的争议。如果以这个思路来重构公司法总则，似乎总则已经没有存在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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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不妨将公司法总则改为“序编”，采取序编模式将剩余条款统领起来。法国、瑞士、

荷兰、意大利等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民法典就采取了形式序编的方式，对包括法律效力、

法律适用、裁判规则、法律解释和基本原则等共通性的事项作出了一般规定。借鉴这些国

家的立法经验，结合公司立法的特殊需求，公司法序编的内容可以包括立法宗旨、法律适

用、法律解释、基本原则、公司类型及组织形态变更等。

若采取民法总则有关法人一般规定的结构主义立法模式重构公司法总则，则意味着

现行公司法总则的逻辑结构将完全被打破，代之以从公司成立到公司终止的“生命逻辑

结构”。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总则即为这种做法的典型。理论上，不同类型的公司从

成立到终止期间涉及很多相同的事项，比如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公司章程、公司负责人、

公司登记、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破产等，这些事项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的确存在着

共通性的规则，可以将其提取为适用于全部公司的一般规定。这一貌似提取公因式的立

法技术，实际上对于公司立法并不可取。民法总则对法人一般规定的构造逻辑是基于民

法典分则编不再涉及这些相同的事项，与其试图达到的经济立法功能是不相悖的。换言

之，虽然民法总则有关法人一般规定的立法是结构主义的，但就其规定的抽象性而言，仍

不失为各类法人的总括性规范，发挥着总则在立法上的统摄功能和适用法上的补充适用

和兜底适用的功能。但公司法不同，公司法自身的规范体系就是结构主义的，若公司法总

则继续采取结构主义的立法模式，就如同一本书的简略目录和详细目录一样，实质上是基

于相同的内容，构建的是相同的体系，不仅不能达到立法经济的功能，相反，还容易因架屋

迭床式的结构造成规范体系的冲突。因此，公司法总则应放弃这种双重结构主义的重构

路径，回归到公司法单边结构主义体系中去发挥头部效应，使公司法变成一部有“生命”

的“活”的法律。

现行公司法总则的规范体系虽然客观上存在着有待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但总则规范

总体上具有了抽象的维度，都是针对公司整体而不是公司具象化的某类情形所作的规范。

现行公司法总则的目的实质上是在定义公司及其属性，即公司成为“法律上的人”的要

素，以及厘清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宣示公司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

一般规定得以完善，以及从公司法总则中为营利法人提取共同性规则后，原有公司法总则

的目的基本上可以转由民法总则来实现，公司法总则就显得空洞化、形骸化。造成这一结

果的部分原因与民法典的立法思路有关。民法典的编纂采取了先总则后分编的立法思

路，也即演绎的方法，而民法总则却采取了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即归纳的方法，矛盾的

路径难免产生法律体系内的不和谐。〔１７〕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在民法典编外制定民商事单

行法，一方面是这些单行法本身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如果把商事特别法

都汇编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体系就无从谈起”。〔１８〕 对民法典编外的单行法是否仍要对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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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参见钱玉林：《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论》，《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６３页。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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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取公因式，是值得检讨的。民法总则的规范，其首要功能是“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

用”，“统领民法典各分编”；〔１９〕其次才是对编外单行法未规定的事项起补充适用的功能。

也就是说，民法总则统领的是法典编内的规范，对法典分编主要起立法经济和立法引领的

功能；而对编外的单行法主要是在适用法方面发挥作用，以济单行法之穷。因此，即便是

民商合一体例的民法典，一旦在编外制定单行法，就应当退守在适用法上发挥其功能。国

外立法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以日本为例，一般法人法的制定以及公司法的法典

化，〔２０〕日本民法典作出了相应的修正，在法人的一般规定中删除了一般法人法和公司法

对相同事项所作的规定，民法典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仅剩五个条文（包括法人的定义、法

人的设立、法人的组织等、法人的登记和外国法人），这些一般规定“被定位为规定法人制

度共通之通则的法”。〔２１〕 商法典的修订也一样，票据法、商业登记法和公司法从商法典中

单行法化后，在商法典中与之相关的一般规定也随之迁移至单行法。例如２００５年日本公
司法单行后，商法典总则部分相应规定的适用范围也随之发生改变，２００５年前商法典总

则规定适用于所有商人，但公司法分离后，总则中通则、商人和商业登记的规定（第１－１０
条）适用于所有商人，但对公司仅作为补充性规定；总则中商号、商业账簿、商业雇员和代

理商的规定（第１１－３１条）仅适用于公司以外的商人。原因就在于公司法从商法典中分
离出去后，在公司单行法的总则中就上述事项作出了特别规定或专门规定。〔２２〕

法典化的民法总则一般规定的适用范围，或者提取公因式的规范意义，是立法者在编

外单行法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日本公司立法提供了这样一种经验，即分两个层面解

决编外单行法总则与法典总则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是商法典总则一般规定保留适用所有

商人，此时商法典总则的一般规定居于最高的抽象规范，单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为次级抽

象规范；二是将商法典总则的一般规定移植到单行法总则，仅适用于单行法上的主体，此

时单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就是最高的抽象规范。就我国民法总则与公司法总则的关系而

言，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就属于适用于公司在内的所有法人，系关于公司的最高

抽象规范，公司法总则的相应规定为次级抽象规范；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实

际上仍应回归到公司法总则中，成为公司法上最高的抽象规范。对于非公司制的营利法

人来说，民法总则仍旧可以像第７１条那样，〔２３〕采取转致规定的方法弥补全民所有制企
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非公司制营利法人立法空白问题，在节约立法成本的同时也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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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３月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
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一般法人，指的就是非营利法人。［日］民法改正研究会（代表 加藤雅信）著：《日本民法典修正案Ⅰ 第一编 总

则》，朱晔、张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８４页。
［日］山本敬三著：《民法讲义Ⅰ·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６３页。
参见《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刘成杰译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页以下。
《民法总则》第７１条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
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属于转致规范，与前述民法总则草案规定的“本节没有规定的，适用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的规定”完全不同。民法总则草案该项规定所称的“本节没有规定的”，究竟是本节以外的事项，还是对本节事

项没有规定，是不明确的；而民法总则第７１条明确将“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这一事项作为指向法律依
据的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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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的问题。采用转致的立法方法，还有利于未来公司法的修订，因为营利法人的一

般规定，因其总则之地位……可能成为《公司法》上制度创新的障碍。〔２４〕 因此，来源于公

司法总则的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作为民法总则的抽象规范，当然适用于公司在内的

所有营利法人，把它不适当地提升为最高的抽象规范，增加了未来修法的难度，反而降低

了公司法对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适用性。〔２５〕

三　比较法上公司法总则的制度性安排

公司是从合伙中脱胎而来，最早产生的公司是无限公司，后来出现了两合公司、股

份两合公司、股份公司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等。各国和地区对先后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商

事组织作出了不同的立法回应。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有的国家制定了商法典，在

法典中确立了各种商事组织，但同时在民法典中也对法人作出了一般规定，如法国、韩

国，日本早期的商法典也采取这种立法模式；有的国家在商法典之外对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单独立法，如德国；还有的国家（主要是民商合一体例的国家）在民法典

中对法人作出一般规定，对公司进行单独立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公司和合伙

的调整是分开进行的。公司立法在最初就仅把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作为调整对象，

如英国从１８４４年公司法直至２００６年现行公司法，美国从１８０７年纽约州第一个公司法到
现行各州公司法，都未把类似于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的各类合伙组织并入公司法。对合

伙则进行了单独立法，如英国制定了１８９０年合伙法将有关合伙的规则法典化，１９０７年制
定了有限合伙法，２０００年制定了有限责任合伙法，美国于 １９１４年制定了统一合伙法，
１９１６年制定了统一有限合伙法等。

（一）合伙

关于合伙，或许只是立法上称谓的不同，其实与股东不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在性质和

法律结构上基本一致。英美法一般不认可合伙具有法人资格，但大陆法对合伙（无限公

司、两合公司等）的法人资格态度不一，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家承认合伙具有

法律人格，而德国、波兰等则不承认合伙为法人。〔２６〕 当然，不管是否承认合伙具有法人人

格，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的一点就是都不赋予合伙人有限责任。不过，近年来有些国家出

现了公司与合伙的混合体———有限责任合伙———似乎是个例外。如英国于２０００年制定
了有限责任合伙法案，引入了有限责任合伙；日本于２００５年也引入了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等。两国对有限责任合伙的法律规则不尽相同：在英国法上，有限责任合伙受公司法原理

的调整，是法人，所以更接近于公司而不是合伙。有学者认为，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伙，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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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蒋大兴：《〈民法总则〉的商法意义———以法人类型区分及规范构造为中心》，《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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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和地区修改公司法都相当频繁，比如日本，除了修正立法自身的漏洞外，不少是因为公司所赖以生存的环境

变化发展，使得许多公司法律制度在立法当时被认为是妥当的且恰当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难以满足现实

中企业活动的要求，有时甚至给企业经营造成了阻碍，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日本公司法修改得相当频繁。参见

［日］近藤光男著：《日本最新公司法》，梁爽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页。
参见［荷］阿德里安·瑞德斯丹等著：《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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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都是公司法的产物；而合伙和有限合伙则是合伙法的产物。〔２７〕 而在日本，有限责

任合伙企业虽然也被认为与有限责任公司极为相似，但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并不具有法人

人格。〔２８〕 隐名合伙在多数国家被视为合同而非商事主体，如法国、西班牙，隐名合伙“是

一种遵循一般合同规则的协议”，〔２９〕日本则在商法典的商行为编中规定隐名合伙。所以，

对于各种商事企业形态，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类型完全套用一种模式，即便是股东承

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在各国和地区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大陆法系典型国家立法例

基于各国和地区对商事组织立法的差异不小，不少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

试图从比较法上整理出公司法总则规范的立法经验无疑是有难度的，但这并不妨碍对个

别国家作出分析，并从看似碎片化的立法样态中总结一些可资借鉴的做法。由于英美公

司法的规则比较特别，它事实上存在两套均为有效的平行规则，即成文公司法和判例法公

司法规则。对法官而言，判例法的规则更接近于其裁判思维，因此更愿意适用判例法规

则。〔３０〕 而在立法传统上，英美成文立法几乎不受德国法的影响，并不讲究逻辑十足的体

系化，加之判例法的发达，英美成文公司法并不追求体系的完美，也不考虑为立法经济而

采用所谓的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如英国公司法第１部分“一般导言条款”共６条，主
要包括关于公司和公司法的定义以及公司类型两个方面的内容，〔３１〕与大陆法上的“总则”

大相径庭。美国的公司法也是如此，以影响最大的特拉华州公司法为例，该法第一部分就

开始对公司的设立做出规定，没有任何序编、通则或总则的一般规定。〔３２〕 我国民商事立

法在体例和技术上参考大陆法系的居多，对于英美法，除了有些法律制度对我国有参考价

值和可资借鉴外，英美法的立法技术和体例并不适合我国立法传统，因此，主要还是对大

陆法系的公司立法作一种经验性的观察。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商事立法开始较早的当属法国，法国商法典的立法经验为

后世德国、日本等国所效仿。不过，法国商法典对于商事组织提炼共通性的规则方面并不

如后来的德国，这应当归功于１９世纪德国发展起来的潘德克顿学派，为德国民法典和商法
典的体系化提供了精致的立法技术。尤其是对于法典总则，潘德克顿体系发挥了优势，它

把分则中共通的部分抽象为一般规定，置于法典的首部，不仅发挥了立法经济的功能，更

重要的是法典因为有了总则，成为逻辑自洽的规范体系。德国商法典第一编“商人身份”

虽然没有用总则概念，但实际上起到了总则的功能，其内容包括商人、商事登记、商号、商

事账簿、经理权和代办权、商业辅助人、代理商、商事居间等。〔３３〕 在商法典之后随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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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著：《现代公司法原理》，罗培新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７
页以下。

参见［日］山本为三郎著：《日本公司法精解》，朱大明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页。
［荷］阿德里安·瑞德斯丹等著：《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页。
参见钱玉林：《英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历史演变和现代化改革》，《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２２页以下。
参见《英国２００６年公司法》（第３版），葛伟军译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页以下。
参见《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徐文彬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页以下。
参见《德国商法典》，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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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形式的出现，德国单独制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法，后来又单独制定了股份法对股份

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作出规定。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法未设总则，而股份法对股份有

限公司的规定专门设了共２２条的总则编，内容包括公司性质、发起人人数、公司名称、住
所、股票、表决权、管辖、关联企业、从属企业、康采恩、通知义务等。〔３４〕 欧洲其他国家和日

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结合本国具体情况，效仿法国和德国进行了商事组织的立法。

表３　西班牙商法典总则编

第一编 商人及总则

　第一章 商人及商行为

　第二章 商业登记

　第三章 会计制度

　第四章 商事合同总则

　第五章 营业地

　第六章 中介人及其义务

在欧洲国家中，如西班牙，受法国法和德国法的影响，采取民商分立体例，分别制定了

民法典和商法典。西班牙商法典从实施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尽管其他国家对民商合一还

是民商分立争论不断，但西班牙商法典一直沿用至今，实施的效果比较好。西班牙商法典

借鉴德国商法典经验，以商人为核心范畴构建总则内容（见表３）。〔３５〕 同时，西班牙民法
典对法人的一般规定显得非常简略，法人的一般条款共５条，包括法人定义、法人的设立、
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法人的终止等。〔３６〕 这些规定具有私法一般法的地位，在

商法典对商人没有规定时，民法典有关法人的这些一般规定补充适用于商人。

（三）日本立法例

对商法典修改最为频繁的应当是日本，体现了日本为适应全球竞争体制一体化的需

求而与时俱进的立法态度和理念。日本最早的商法典（旧商法典）是委托德国学者罗斯

勒尔（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ｍａｎｎＲｏｅｓｌｅｒ）在参酌法国商法典体例的基础上，以德国商法为母法
起草完成的，于１８９０年通过，但“后被指责过度模仿外国立法而无视本国习惯”，〔３７〕废止
了旧商法典，改由日本法学家起草了新商法典，法案于１８９９年通过。日本商法典无论是
体例还是内容实际上仍取法于德国商法典。２００５年日本对商法典进行了历史性的重大
修正，将商法典第二编“公司”独立出来，并与有限责任公司法、商法特例法整合为一体，

编纂了独立的公司法典，并将商法典与公司有关的一般规定也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移植

到公司法典中（见表４），以利于公司法典的体系化和法律适用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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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国商事公司法》，胡晓静、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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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日本公司法典总则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通则（立法宗旨、公司定义、性质、住所和公司商行为）

　第二章 商号

　第三章 公司的使用人等（经理、表见经理人、已接受某类或特定事项委托的使用人、以销

售物品为目的的店铺使用人等公司使用人；公司的代理商）

　第四章 已实施事业转让时的竞业禁止等

上述表４所示的日本公司法总则在与商法典的适用关系上表现为：其一，公司法从商
法典中独立出来后，商法典总则仅第１－１０条适用于公司，但退居到补充适用的地位，公
司法总则的规定优先适用；其二，公司法作为商法的特别法，日本公司法典对公司商行为、

商号、公司账簿、公司雇员和公司代理商等都作出了特别规定，商法典中相应的一般规定

就不再适用于公司。例如日本公司法第５条有关商行为的条款规定，“公司作为其事业所
实施的行为以及为其事业所实施的行为，均为商行为。”２００５年修改前的日本商法典多用
“营业”一词，而２００５年日本公司法改为“事业”这一概念。立法所作的这一修改，主要是
考虑到只能使用一个商号的公司往往经营若干个“营业”，这与商个人就不同的“营业”可

使用不同的商号是有区别的，所以为了考虑公司业务的整体性，与具体的“营业”相区别

使用了“事业”概念。〔３８〕 正因为公司法对公司商行为作出了特别规定，因此，商法典中原

本适用于所有商人的商行为的规定，对公司就不再适用了。

结合前述日本民法典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的修正，日本在２００５年前后对民法典和商
法典的重大修正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做法，即随着一般法人法的单行法化，民法典中有关

非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删除，移植到一般法人法中；票据法、商业登记法和公司法的单行

法化，商法典中相应的一般规定也同样被移植到单行法中。换言之，单行法的过程并非纯

粹是特别法的单行法化，而是一般规定形影相随的单行法化过程，是体系化的。反观我国

民法总则与民商事单行法的关系，民法总则对营利法人作出一般规定之前，公司法等营利

法人的单行法已经存在，民法总则有关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是从单行法中提取的。这一

立法路径，正好与日本特别法单行法化的路径是相反的。在民法总则路径下，其中有关法

人和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构成了公司法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对公司某一事

项的规则，如公司的设立，需要查阅公司法和民法总则才能掌握公司设立制度的全貌；在

法律适用上，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其次适用民法总则中营利法人的规定，最后适用民

法总则中法人的一般规定。立法结构和司法适用显得极为复杂，容易造成法律体系的违

反和适用法的困境。而日本民法典、商法典和单行法的立法路径，尊重单行法在形式上和

实质上所具有的意义，遵循了单行法规范体系化优先的原则，在单行法“去法典化”后，对

民法典和商法典中相应的规定包括一般规定作减法的操作，力图实现单行法的彻底性和

纯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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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也有学者对单行法后民法典剩余的法人一般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民法典

有关法人的规定丧失了私法一般法的属性，变成以外国法人为中心的、技术性的、杂乱规

定，建议作出修正，达到从民法典上就能看出法人制度基本框架的目的，而将个别性以及

技术性的规定应当交由一般法人法、公司法等规定，以恢复民法典作为私法一般法的属

性。〔３９〕 但无论如何，日本所经历的民法典和公司法的修正或改革，与我国正在编纂民法

典之际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相似性，日本的经验对我国民法典编纂后对公司法体系如何

重新整合、公司法总则空洞化后如何重构等问题，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四　企业形态的改造与公司法总则重构的另一种可能

民法总则对法人抽象出的一般规定，无疑降低了公司法总则的规范意义。因为有

关公司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形成了“民法总则有关法人的一般规定—民法总则有关营利

法人的一般规定—公司法总则”所组成的嵌套式的结构体系，在此结构下如仍沿袭旧有

的路径去设立公司法总则，那么该总则试图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其规范意义，殊值

检讨。

如前所述，英美公司法、合伙法采取区分立法的方式，将各类合伙企业与公司分别单

独立法。在公司立法上，英美公司法一般以公开公司的法律规则为基础，对封闭公司加以

特别规定，因此在立法的规范结构上，将公开公司的立法作为公司法的基础性规范，以特

别规定的方式对封闭公司加以规范；法律规范的编排顺序上，公开公司的规范置于封闭公

司规范之前。所以，“公司法是为所有与经营相分离、股东人数众多以及股份自由转让的

公开公司而设计的”。〔４０〕 这实际上也是公司发展史的结果，而不是立法者的选择。在公

司发展史上，股份有限公司先于有限责任公司出现，相应地，在立法上，也是先有股份有限

公司的法律，后来才对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规范。这样的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法律的解释

与适用，但同时也使公司法总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国对商事组织的现行立法模式有点类似于英美法，同样是将合伙企业与公司分别

立法，但不同的是，我国公司法建立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类基础上，将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基础性规范（重点是公司设立、公司运行和管理的规范），对股份有限公

司设置特别规范，来建构公司法的规范体系。这一立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发起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具有封闭公司的属性，但与同样属于封闭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却适用不同的

公司法规则；二是在法律适用上，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未作特别规定的事项，能否适用有限

责任公司的规定？反之，在有些情形下，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某些事项作出了规定，

但同一事项对有限责任公司并没有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该项规定能否类推适用于有限

责任公司？如果未来公司法修订时，将股份有限公司纯粹化为公众公司，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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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民法改正研究会（代表 加藤雅信）著：《日本民法典修正案Ⅰ 第一编 总则》，朱晔、张挺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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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为封闭公司，并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基础性规范加以规定，那么，公司法总则是否也

像英美公司法一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立法上应当予以重点考虑的问题。

大陆法系商法典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人”概念，来统辖商自然人和

商事组织，并据此建构商法典的总则内容。而日本公司法典化的经验进一步表明，突破以

是否是法人为标准区分不同公司类型，代之以股东是否承担有限责任为标准区分不同的

公司类型，使公司概念具有了与商人类似的抽象意义，涵摄所有公司形态，从而为公司法

典化的可能奠定了基础，也为总则的制定提供了共同性的概念。我国民法总则建构了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制度，从商事组织的角度，其中的营利法人（主要是

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无疑是以企业为组织形式的商事主体，能否打破原来

固守的公司为法人的观念，借鉴日本经验，将股东是否承担有限责任作为不同公司形态的

划分标准，把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整合到公司法中，赋予公司概念全新的内涵，并在此

基础上重构公司法总则，不是没有可能的。

事实上，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如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就是个人独资企业与合

伙企业的替代性组织。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类似于无限公司，有限合伙类似于两

合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正是企业形态相互间的可替代性，所以有的国家规定了无限公

司和两合公司，就不再对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进行立法。如《法国商法典》第Ｌ２１０－１条
规定，商事公司的类型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普

通合伙和无限公司在法律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无论概念还是规范如出一辙，导致有的人将

法国商法典规定的无限公司翻译为普通合伙。〔４１〕 根据《德国商法典》第１０５条的规定，商
法典对无限公司没有规定的，民法典有关合伙的规定适用于无限公司。〔４２〕 可见，立法上

认可了无限公司与合伙之间存在共通的原理。英国历史上的商事组织主要是合伙和公

司，在经济生活中，“公司”一词曾用于指代这两种商事组织类型，现代法律才将公司和公

司法区别于合伙和合伙法。〔４３〕 所以，将合伙企业和公司法打通，在观念上易于接受，在立

法经验上也有先例可循，完全是可行的。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在我国完全可以将现行法

上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改造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将其纳入公司法调整的范围，编

纂一部囊括完整企业形态的公司法典。

对于公司法典总则编的体系安排，可以吸收商法学界多年来主张的商法通则的内

容，〔４４〕参酌日本公司法典总则的设计，将其分别纳入通则和其他一般规定中。其中，通则

部分的内容包括立法宗旨、法律渊源、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等，其他一般规定包括公司

定义、公司商行为、公司登记、商号、营业转让、商业账簿、经理与其他雇员、代理商等内容。

采取这一路径既能解决商事一般性规则长期缺失的问题，又能填补公司法总则的空洞化，

是比较理想的一种方案。无论是改善营商环境，适应全球竞争体制一体化的需求，还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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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挪威］马德斯·安登斯、［英］弗兰克·伍尔德里奇著：《欧洲比较公司法》，汪丽丽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１２０页。
参见《德国商事公司法》，胡晓静、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参见［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著：《现代公司法原理》，罗培新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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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编纂后碎片化的公司法需要重新整合，公司法的修订都是当下的立法重任。如果在

修订公司法的同时，另外制定一部商法通则，使商法通则与被统辖的各商事组织单行法处

于形散而神不散的状态，当然是另一种立法境界，但从立法经济和体系化的角度，这样的

立法方式恐难为立法者所接受。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法总则对公司法的补充适
用研究”（１８ＢＦＸ１２７）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Ｃｈａｐｔｅｒ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ｍｏｖｅｄｔｏ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ａｂｌｅｔｏｐｅｒ
ｆｏｒｍ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ｄｏｐｔ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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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ｄｂ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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