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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营业转让制度是一项“理论上模糊，实践中有用的制度”，本书从商法角度出发，运用民商法基
本理论，对“营业”这一组织体独立价值的实现展开分析，归纳营业转让的实践形式，探讨财产转移
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则，分析营业转让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及主要制度。
在全面梳理我国营业转让制度的基础上，从制度的价值取向、设计理念、立法模式的选择等方面构建
和完善我国营业转让制度，解决营业转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立法进行可行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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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娅丽，山西太谷人。
先后获得山西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首都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日民商法研究会
会员，北京市法学会金融与财税法学研究会会员。
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商法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在《法学杂志》、《河北法学》
、《社会科学家》、《中南大学学报》、《山西师大学报》、《理论探索》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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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20世纪90年代，在商事立法模式的讨论中，有学
者提出了区别于“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第三种模式，即在民法典之外另立一部《商事通则》
，依照当初《民法通则》的模式，将有关商事总则的内容加以规定，以突出商法的特征。
①该观点得到多数商法学者的肯定，并就《商事通则》的具体内容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②其中，营业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营业转让是否应作为具有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规则在《商事通则
》中加以规定，如何认定营业转让的效力，受让人的营业资质问题，转让人是否承担竞业禁止义务，
以及营业转让中债务承担是否应坚持“债随物走”，如何建立债权人、劳动者的利益保护机制等问题
成为争论的焦点。
具体到我国的商事实践，营业转让纠纷Et渐增多，既有规则主要限于国有企业，且多具政策性；相关
司法解释违背基本法理，导致司法实践中诸多迷乱。
学界正致力于探究上述问题，试图构建营业转让中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机制，以此回应商事实践对
营业转让规则的需求。
 （二）研究意义 所谓“营业转让”，是指将具有有机一体性的财产和权利的集合体加以整体转让的
一种混合契约行为。
营业转让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商法典，以及公司法、企业并购法、反垄断法等立法中均有规
定。
营业转让不仅是企业在初级发展形态下处置营业资产达到利益最大化常用的手段，在并购重组的激烈
竞争之中更成为企业优化资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的重要手段。
正如学者所言，营业转让是一种“理论上模糊，实践中有用”①的制度，对其进行系统性的专题研究
，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1）丰富和发展民（商）事法律关系客体理论 法学上使用
“营业”这一概念有诸多含义，“营业转让”中的“营业”有其特定的含义，学界尚有模糊之处，尤
其与企业并购重组的诸种手段混淆使用的情况比较普遍，导致在制度设计上出现错位现象。
因此，从制度的源头去探寻，对“营业”概念进行科学界定，从而确定营业转让的准确内涵，然后通
过对营业转让制度的发展过程梳理，可以“从正面把握由权利、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综合）与事实
关系这三要素组成的企业组织本身”，“有利于明了存在于‘企业’之上的权利观念，减少在概括处
理企业组织方面存在的诸多遗憾”，②揭示“营业”（包括“企业”）作为统一体所具有的价值。
同时，探求“营业”（包括“企业”）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丰富和发展民事（
商事）法律关系客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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