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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南政法大学是一所学术积淀深厚、传承久远、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知名学府。
我校复办至今，已经历了三十个春秋。
学校的办学历程，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学教育的缩影，又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见证。
迄今为止，我校已为国家培养了十余万法律专门人才，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各界特别是法学界的精英和
骨干力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法治的推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校复办以来，一直重视研究生的培养。
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大力促进博士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从我校诉讼法学科首次取得博士授权资格开始，先后已有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取得博士授权
资格。
2001年我校在取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资格以后，法理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环境法学、宪法
学和行政法学又相继取得了博士授权资格，覆盖了除军事法之外的所有法学二级学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人独立财产制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认同关于法人人格与法人财产权利的交易性功能，但却认为，这仅仅是法人与其财产之关系论中
的一层含义。
如果进入法人与其财产的制度关系史将会发现，在团体人格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中，财产制度一直发挥
着基础性作用：团体人格的产生是团体财产制度发展的结果，团体人格类型演变也是通过团体财产制
度的变化而实现。
团体财产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无非是要将“为财产而活”的法人的“生命”，限制在为法人成员
与社会公众牟利，或至少无害的限度以内的安全机制。
考察法人财产制度，法人制度之长处与弊端便可一目了然，调整法人财产制度，则可进一步使法人制
度趋利而避害，推动民法现代化与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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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土地所有权”利益扩散功能的实现机制结束语　    一、个人与团体的相互依存性  　  二、“公共性
”与利益集、散的度的评价    　三、研究法人财产制度的“第三条道路”——“财产利益集散论”主
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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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历史论　　“人类放弃了他们天然的‘财产共有’而生活在民法之下。
”此言中至少有两个须澄清的潜台词，其一，从何处取得财产，从敌对阶级手中？
此言固然符合阶级斗争史，但却缺乏法学意味。
依继受取得之方式取自交易对方？
此说显然未明论者言说的场合与目的。
依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之人类文明史一般线索，财产应取自历史上的团体，取自家族、部落、
国家等所谓“原始共产体”，故从团体财产至个人财产之演化，当是民法的历史背景。
其二，使何人取得财产——个人，然此个人究竟仅仅为自然人，还是包括近代民法承认的一切私法上
的平等主体。
从逻辑周延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显指后者，其中包括法人主体，法人能取得财产，自不待言。
然问题是自然人以外主体的递增，并不引起人类财产总量的等比递增，令法人取得财产，必然与自然
人取得财产发生套接乃至冲突。
在被传统认为“无成员”或“成员不显”的法人中（如财团法人、国家法人），这倒还罢了，在成员
显现的社团法人中，这就需要某种争议的调和机制了。
福布斯公布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上，首富比尔·盖茨坐拥430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常识中的万贯
家财，而仅仅是作为微软这一公司法人最大股东，在公司中的一个价值符号，与之对应，公司本身也
是财富的主人。
如此说来，“民法使个人获得财产”在这么来回“折腾”中，岂不又回到了起点，个人从古典团体中
分出的财富最终又加入到新的团体中间，个人好不容易取得独立主体地位，转瞬又变为了新的团体中
的身份？
正是对此心存忧虑，人们力图将“法人”概念赋予近代启蒙思想与自然法下的含义，从而与团体之历
史形态之间进行“本质的区别”。
按照今日法人的见解，法人，“团体人格”者，是以自然人的平等自由与协商联合为基、础，曾世雄
先生称团体之权利能力取得与否，全在团体是否适宜权利义务之集散。
质言之，先有可集中、分散的私权当是前提。
　　也许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但笔者并不认为在古代团体与近代法人的
理念上，真能做如此绝对的划分，正如时下又有人言历史正在经历着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笔者以为，与其不时地在“契约”与“身份”之间来回“倒腾”，不如承认“契约”到“身份”演变
的漫长性与非彻底性。
正如日本学者中川善之助指出：⋯身份’或将其主宰退让与‘契约’，但‘身份’终不可能变为‘契
约’⋯⋯社会上纵有极端发达的财产法，身份法仍可永远存续。
”　　法人制度的特别之处，也正在于当人们勉励使之成为主体法与财产法的内容之时，却时不时发
现从中流露出某些“身份性”的“遗迹”。
例如中小股东利益虚置、劳动者命运悲苦。
然而，这遗憾却既不是中国法学界的理论产物，也不是“社”“资”两大意识形态摩擦引起，它甚至
不是大陆法的近代问题，而是一脉相承于团体组织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固有属性。
如果不正视近代法人对古代团体的批判而又继承的事实，不仅不能正确认识今日法人之性质、其实践
中的得失，也不能把握法人与民事主体之关系规律，以合理预测法人的发展方向，提出改进的策略。
是故笔者希望通过本编，在历史中搜寻古代团体与近代法人的观念牵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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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既然是针对传统法人财产制度研究的弱点而为补充，本书就必须在纵、横两个向度上有所突破：
横向上看，本书将涵盖主要的法人类型。
与自然人相比，法人类型多种多样，所以本书仅以历史与现实作用显著之法人基本类型为主。
纵向上看，对法人财产制度的历史研究自不可少。
为此，本书遵循由历史考察而入功能解析的基本研究路径：除导论以外，分为上、下两编及结束语。
　　上编——历史论，对法人独立财产制的沿革进行梳理。
从古罗马法、日耳曼法、教会法、西方公司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法的变迁中，寻找法人财产
制度的发展线索，从中总结其对法人人格形成与变迁的作用机理，并将其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形式
上的作用，塑造法人人格，实现财产权利行使机制的集约；实质上的作用，在形式的基础上，实现财
产利益的公平分配与分散。
　　下编——功能论，为对历史论的运用与展望。
法人财产制度的巨大力量并非总是正向的，对于其为少数法人成员利用而侵害其他成员及社会利益的
情况，需要存在纠正的机制。
从法人独立财产制的形式作用，须深入到法人与法人成员的关系中，探讨其实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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