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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的“民商立法评论”栏目主要聚焦新《公司法》。
新《公司法》的出台获得了一致好评，展示了我国商事立法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彭真明教授和刘学民先生在“中国大陆公司法发展路径探讨”一文中，向我们传输了一种协调化的公
司法律理论。
作者从解读公司法律文本着手，分析公司法律的现状，梳理制度与现实的抵牾，得出了大陆公司法律
存在的主要问题——公司法律的协调性不足。
同时作者还提出新《公司法》的不足之处需要在后续的理论研究和配套机制构建中不断加以调整，以
走上一条逐步协调化的公司法律发展道路。
新《公司法》对许多公司法律制度作出了变更与增补，吴京辉博士就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在新旧公司
法中的对照撰文“公司代表人制度刍议”。
文章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系统评析了新《公司法》中的法定代表人制度，认为新《公司法》中修订
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有了重大突破，但仍有三大困惑需在制度改革中才能释然。
    《私法研究》是第六卷《私法研究》，书中具体收录了：《正确认识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重大意义
》、《信托财产上的权利分离的理论思考》、《流质（押）契约自由与限制》、《意思表示错误理论
与信赖原理》、《中国大陆公司法发展路径探讨》、《公司代表人制度刍议》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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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首届优秀教师、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跨世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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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起草论证工作。
主要从事民法基本理论与实务特别是财产法、亲属法以及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地方立法等方向的教学
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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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物权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正确的规定，这占大多数；另一类是不
适当的规定，并不是没有道理，而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当然这也只是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学者的观点）
，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错误规定，当然也不好说是正确的规定；第三类是显然错误的规定，因为违反常
识。
我现在就对第三类规定作评论。
  一、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据资格”  请看《物权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17条规定：“不动产登
记簿记载的事项，是物权归属及其内容的根据。
”关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动产登记簿在诉讼当中起什么作用？
能不能作为诉讼证据呢？
按照物权法草案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是以“登记生效主义”为原则，“不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
力”，既然其效力如此绝对，则不动产登记簿在诉讼当中应当是关键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资格”。
而不动产登记簿是否具有“证据资格”，需要在物权法上规定下来，这就是《物权法草案（第二次审
议稿）》规定第17条的理由。
显而易见，本条规定的目的，是要赋予“不动产登记簿”以“证据资格”（亦称“证据能力”），使
诉讼当事人可以用“不动产登记簿”这个“有形物”作为“证据”，以证明某种“事实状态”（如“
物权”的归属），而绝对不是要赋予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以“证据资格”。
按照证据法原理，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
所谓“物证”，指以“有形物”作为“证据”，包括“文书”和“检证物”。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6条将具有证据资格的“文书”称为“书证”，将“检证物”称为“物证”。
“书证”再分为“公文书”和“私文书”。
不动产登记簿，属于“公文书”。
无论是根据证据法原理或者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唯作为“有形物”的不动产登记簿，才能成为法官
据以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而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事项”绝非“证据”。
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簿“证据资格”，只是表明“不动产登记簿”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并不
是说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就一定“真实”，法官就一定要采纳。
而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事项”是否真实，必须由法官作出判断。
法官应当如何判断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取决于作为证据的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据力”（证
明力）。
而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据力”，将由物权法草案另作规定，亦即下面将要讲到的不动产登记的“
权利推定”效力。
可见，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据资格”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据力”，是两项不同的制度。
现在的条文之所以错误，就在混淆了二者。
建议将条文中的“记载的事项”五字删去，不然就要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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