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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法律制度研究》

前言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断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且也
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
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俯拾即是。而翻开古今中外东西各民族的历史，完全摒弃法律制度而能够保
持国家昌隆、社会繁荣进步的例子，却是绝难寻觅。盖因在摆脱了原始和蒙昧以后，人类社会开始以
一种“重力加速度”飞速发展，人的心智日渐开放，人们的利益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面对日益纷纭
复杂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而在建立和维持一定秩序的各种可选择
方案（暴力的、伦理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中，制定一套法律制度，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实施、推行
，无疑是一种最为简洁明快、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
为人类重要精神成果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嬗变演进，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逐渐成为维持一定社会
秩序、支撑社会架构的重要支柱。17世纪以后，数次发生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特别是20世纪中叶
发生的电子信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信息交换的规模和速度，
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生活进入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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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会:法律制度研究》以商会的权力源为切入点，在国家控制、社会自治和营业自由的三维视角下，
运用笔者提出的权利（力）结构学说，全面考察了商会的组织属性、法律定位、制度功能和治理机制
。本着“制度原由-制度功能-制度定位-状分析-革路径-法对策”这一基本思路和分析框架，全书包括
商会制度的源流与演变，商会制度产生的原由，商会的法律地位与制度功能，商会的设立与组织范式
，商会的权利结构与权力形态，商会的治理与运行，商会监督制度的构建，商会与政府、企业关系的
法律定位，我国商会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商会立法的模式、体例与内容等10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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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海军，湖南双峰人，1965年10月生，法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大学商事法与投资
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民商法学
研究会秘书长、长沙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湖南省通程律师集团事务所兼职律师。主要从事商法学研
究，出版《营业权论》、《营业准人制度研究》、《企业法原论》、《国有股权法律制度研究》、《
商法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物业管理侵权的法律救济》、《物业管理与业主权利》、
《房屋装修法律问题研究》、《环境事故认定与法律处理》等著作多部；主持和完成“商会法律制度
研究”、“公用事业反垄断问题研究”、“经营性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研究”、“投资基金立法模式
研究”、“国有股权代表人制度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
《台北大学法学论丛》、《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现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制与
社会发展》、《财经科学》等刊物上发表法学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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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一、本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本专题的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三、本课题研究的切人点
与拟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四、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章  商会制度的源流与
演变  一、商会制度源起与演变的研究路径  二、西方商会制度的源流与发展  三、我国商会制度的源流
与发展  四、我国现行商会制度的组织框架  五、当代商会制度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第二章  商会制度
产生的原由分析  一、商会制度产生原由的要素分析  二、商会制度产生的经济因素  三、商会制度产生
的政治背景  四、商会制度产生的社会环境  五、商会制度产生的文化支撑第三章  商会的法律地位与制
度功能  一、商会的组织属性  二、商会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角色  三、商会组织的制度功能第四章  商会
的设立与组织范式  一、商会设立的意义厘定  二、商会的设立主体  三、商会组织的类型化分析  四、
商会设立的制度原则、基本条件和主要程序  五、商会的设立方式  六、不同法系与主要国家商会组织
例的比较  七、我国商会的组织结构与范式选择第五章  商会的权利结构与权力形态  一、商会权利与权
力的源头与结构  二、商会产生的权利源头：商事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三、商会组织构架的权利基础：
商会会员的会员权  四、商会的本权利：商会的社团自治权与民事权利  五、商会权利与权力的内化：
商会内部权利与权力的契合和转换  六、商会权利与权力的外延：商会在各种外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
与义务第六章  商会的治理与运行  一、商会治理的界定  二、商会治理的制度模型  三、主要国家或地
区商会内部治理机制的范式比较  四、我国商会治理制度的源流、现状与模式选择  五、商会内部的组
织构架与基本职能  六、商会内部权力的具体运行与动态博弈第七章  商会监督制度的构建  一、商会监
督制度的功能定位  二、不同国家或地区商会内部监督制度的比较  三、我国商会内部监督制度之源流
考察与范式选择  四、商会内部监督机构的制度定位第八章  商会与政府、企业关系的法律定位  一、政
府与企业博弈关系中商会之应然地位  二、我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法律定位  三、我国商会与企业关系
的法律定位第九章  我国商会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商会制度的现状分析  二、既有商会制度改
革方案的分析与评价  三、我国未来商会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十章  商会立法的模式、体例与内容  一
、商会立法的特征分析  二、商会立法的源流考察  三、商会立法的体例与范式  四、我国未来商会立法
的范式、体例与内容结论  一、本选题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二、本选题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与应用前景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会法》(学者建议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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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给多元化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一套合理而可行的共同的行为规则，在保障社会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给社
会成员提供一定的发挥个性的自由空间。这样，既能维持社会整体的大原则、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和
谐和稳定，又能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促进社会文
明的进步。唯有如此，方能达到稳定与发展、整体与个人、精神文明与物质进步皆能并行不悖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问，在东西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大潮，法律改革的
运动也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在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国
传统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也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古代社会法律文化的精神旨趣与现代
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内容博大、义理精微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无法与近现代社会观念相融，故而在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
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的过程。如果以20世纪初叶清代的变法修律为起点的话，中国近代以
来的法制变革活动已经进行了近一个世纪。在这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充斥着各种矛盾和
斗争，道路选择、主义争执、民族救亡以及路线斗争等等，使整个中国一直处于一种骚动和不安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革在理论上会给法制的变革提供一定的机遇，但长期的社会骚动和过于频
繁的政治剧变，在客观上确实曾给法制变革工作带来过很大的影响。所以，尽管曾经有过许多的机遇
，无数的仁人志士也为此付出了无穷的心力，中国近百年的法制重建的历程仍是步履维艰。直至20世
纪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的宣告结束，中国人开始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自身和周围的世界，
用更加冷静和理智的头脑去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由此进入了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改革开
放时期。这种由经济改革带动的全方位民族复兴运动，也给蹉跎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变革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无限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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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及所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会法》（学者建议稿），是笔者主持的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
般项目“商会法律制度研究”（文号：05BFX024）之最终研究成果（结题证书号：20090262）。商会
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改革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坎，对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学界和业界已经进行了各方面的论证和分析，目前最缺乏的是在对该问题作系统研究和全盘考虑
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商会制度改革的清晰思路和既具价值性、前瞻性又具操作性、可行性的立法
方案。本课题项目的系统研究和最终成果的完成可以说是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可
资参考的方案。本课题于2005年5月立项后，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处的李连友处长、杨小俊老师、曾雁老
师、杨唯老师等诸位领导和同仁为课题组的工作和对外联络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和便利，我的导师李步
云教授和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刘定华教授、陈宇翔教授、屈茂辉教授、王全兴教授、王远明教授、徐涤
宇教授、许光耀教授、石柏林教授、郑鹏程教授、黎四奇教授、聂资鲁教授、高中博士等，在本课题
的调研和结题书稿的撰写过程中，于学术上和工作上给予我多方面的照顾和支持，在此谨向各位前辈
、领导和同事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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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会:法律制度研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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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接受有关商会法律法规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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