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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破产法律制度专论》

内容概要

中国的破产制度研究在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并非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中国已经有很多理论界和实务
界的人士对破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各种政策性的建议，尤其是集中在对现行破产
法存在的弊端评价方面以及对破产法具体规定修改的建议方面。
    一部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法早在1986年通过，但却在此后的几年中很少得到实行，相反，由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司法解释等组成的一个纵横交错的庞杂的制度体
系却大行其道。目前，国内已有的对中国破产制度的研究成果虽汗牛充栋，但关于对中国企业破产制
度形成的原因、，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改革趋势走向的理性分析却鲜有全面、独到的论述。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
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
求而已。”我们“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法只是表达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要
求而已。也正如社会学法学家庞德指出：“法的任务和职能就是通过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
，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笔者认为，作为对中国破产
法律制度的研究，制度层面的研究(包括对现行 
    破产法律制度的条文分析、实施效果等方面)无疑是重要的，而对破产法律制度的形成、实施、改革
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将能更进一步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破产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在比较法视野的
研究中，不仅要了解外国破产法的制度规范本身，还应当考察该法实施的社会经济背景，实施效果如
何，放在中国会怎样。从各国之间在破产制度方面的借鉴情况来看，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照搬别国
经验。只有加强对本国国情的研究，才能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破产制度。而且，破产法实施的效果并不
仅仅在于其本身规则的具体与否，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与相关法律制度协同运作，比如，破产法实
施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职工安置难，这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破产制度应把它
作为相关法律体系中的一节链条，关注法律整体效应的实现。
    本书将集中研究中国破产制度的形成、实施、改革过程。在本书中，笔者通过回顾对中国破产法律
制度的沿革，梳理目前破产法律制度框架的形成原因，结合变化中的制度内、制度外两方面环境对中
国破产制度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动态的分析，阐明其面临的各种挑战，最后通过对新破产法
草案的分析说明中国破产制度的改革方向并提出自己的建议。笔者希望能提供一种研究中国破产法律
问题的崭新视角，为那些对
    在中国建立健全的金融和企业部门感兴趣的人们就有效破产制度的重要作用和实施情况及其将来在
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而且中国破产制度的经验将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
拉国家——的破产制度的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的作用。
    在破产程序的进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对破产财产的公平、科学的管理和处分，是使整个破产程序能
否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在管理和清算破产财产的过程中需要在法院、债权人和破产人之间寻找一个
平衡点。因此，专门设立一个管理破产财产的机构，即破产管理人，是进行破产程序的必要要求。可
以说．整个破产程序是以破产管理人为中心而推进的，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尚未建立真正的破产管理人制度。笔者长期以来从事企业法律业务
的实务工作，对破产管理人制度的重要性有直接的深刻体会。因此，笔者对中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建
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借
鉴外国的相关规定，建立完善的中国破产管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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