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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华法学文丛：我国民间金融规范化的法律规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实地调研和案
例类型化分析的数据，结合采自金融监管部门、司法部门的资料，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
理论和分析工具，力图准确地描述中国民间金融活动的真实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民间金融不同
于正规金融的实际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金融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作为社会金融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间金融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既有的以正规金融为调控和规制对象的法律体系不能完全运用于民间金融的规制，而运用民法调
整方法既可克服此难题，又可为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法制途径，这
也是域外对民间金融进行规制的宝贵经验之一。
在制度层面，我们建议在未来民法典的债法编设专节对民间金融进行规定，并可通过其他法律赋予符
合条件的主体以法人资格，由此从民间金融法制化的角度完成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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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晋康，现任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导、教授，兼任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法治量化与信
息工程实验室主任。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财税法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商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证券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教育研
究会理事等学术职务，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国家法官学院（四川分院）、电子科技大学客座教
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仲裁委仲裁员。
近年，在《中国法学》、《比较法研究》、《法学家》、《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金融研
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家》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在法律出版社等出版著作十余
部，主编《光华法学文丛》、《金融法前沿论丛》、《经济法律通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等。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司法部项目等科研课题二十余项；担任多部
地方法规起草专家组组长，获得司法部等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及其他科研奖项十余项。
主编的《经济法》获“第七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主持的教改项目曾获四川省优秀
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唐清利，现任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民间金融及法律规范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四
川省法学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合同法、金融法、基层治理和制度研究方面。
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已结项的成果被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办鉴定为优秀。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1项；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其他项目8项；
主持中国法学会等省部级项目10余项；曾参与德国阿登纳项目、中国法学会、联合国开发署项目。
在《管理世界》、《中国法学》、《法商研究》、《法学家》、《政治与法律》、《政法论坛》等核
心期刊独立发表论文近30篇。
在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出版著作10余部；主编的《光华法学》与《光华法律》在法律出版社公
开出版。
获得包括中宣部、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国法学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法学会各类奖励十余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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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法律制度建构的宗旨　　通过法律制度把民间金融从“水中浮到陆地上”，一方面可以通过约
束机制限制民间金融潜在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给予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同台竞争的权利，更好
地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迫使正规金融改变其不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及效率低下等缺点。
两种不同金融模式的竞争，会加快我国正规金融的转型，使正规金融机构更加重视降低信息成本与交
易成本，实现货币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会促使民间金融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融资成本，更好地利用其
优势为中小企业服务。
　　综观世界各国（地区）构建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做法，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尝试。
如美国为了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于1934年颁布了《联邦信用社法》，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
国家都曾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民间金融及其组织的合法地位，使民间金融在法律的框架下获得了较好
的发展，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民间金融的立法，但是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
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5条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这是对民
营金融的肯定。
2005年5月央行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指出：民间金融“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
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这一条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准备为民间金融“正名”或消除社会对民间金融的偏见而向外界释放的
积极信号，这可能预示着民间金融即将名正言顺地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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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至若现今之西南财大法学院，肇始于民国默念之正阳法商学院，经由相辉文法学院，辗转历光华
大学法学院。
虽偏于西南一隅。
处江湖之远，却谨循“经世济民、孜孜以求”之校训。
未敢懈怠。
然则，三尺高台起于垒土，险倡设《光华法学文丛》之举，盖缘于此。
若此，吾侪同心，著者协力，惟以沙聚跬积、期于汇涓成川。
仰我上者，茫茫苍穹，望光华之繁星璀璨，得其所哉，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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