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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由绪言以及六个篇章组成。
　　在绪言中，本书的原作者阐述了调查并撰写该文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向来缺少规制社会经济关系的成文法律。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现代意义上的工商经营组织－－公司的引进，改变了中国单丁以个人独资或"合
伙"经营来组织社会经济的落后局面。
特别是移植自西方的工商经济的基本大法－－《中华民国民法》的颁行，极大冲击了中国固有的商业
习惯，而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商业习惯不可能随着一部民法出现，瞬间自我调整，长久交易习惯巨大
的惯性必将与刚刚出台的制定法产生了多方面的冲突。
本书作者就是从一个侧面将这种冲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就是关于合伙股东的民事责任，其民法规
定与商业习惯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而分歧的核心，就是《中华民国民法》第六百八一条关于股东的“连带责任”的条文。
就 该条文，上海市商会等曾极力向政府呈请修正，以适应中国社会当时之商业习惯。
　　本书第一章简述了当时中国商界合伙组织的习惯称谓、组织模式、合伙契约模式等，并根据相当
翔实的资料说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民法、公司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后，合伙仍是当时中国
工商界最重要的经营组织形式，除便于大规模集资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其他的公司类型极少为当时
商人所采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惯于传统合伙经营模式的商人，对当时新民法对合伙责任承担模式的重构自
然产生了抵触心理，而由此出现的商会呈请修改民法规定的活动，其社会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第二章重点阐述了一般合伙股东的责任。
原书通过"检讨现行民法之连带责任的规定、判例及其根据的习惯与按股分担责任的习俗的对立"，来
阐述"于偿付合伙之债务发生不足额时，各合伙员（股东）之责任负担”；并通过“根据判例去研究业
务执行人与合伙员及第三者的责任关 系”来阐述“因执行合伙之业务而产生的业务执行人的责任”。
“并参酌日本学者发表的关于合伙的论文，把这些责任所根据的根木观念，作综合的探讨，因而阐明
股东责任之茬法律上的性质，此点可以说是本文的重心。
”　　在第三章，原书作者“搜集新闻纸上‘退伙声明’－－近来多利用作对第三者回避‘股东责任
’的手段——的流弊所以发生的原因，来检讨所谓退伙的法律关系。
”　　在第四章，本书作者近乎全文援引了当时商界人士设计的，旨在缓解当时民法与民间习惯的冲
突的"民法及商法上的具体救济策－－分担无限公司方案"及其法理分析，并对该方案的反对论点同时
予以介绍。
　  在第五章，作者也近乎实录般地将当时关于合伙组织引人商业登记制度的商界立法建议和盘托出
，呈现在读者面前。
 　 最后，在第六章，作者进行了简要的总述，提出:中国传统商界的合伙习惯，在剧烈变动的中国社
会缺乏国家统一法律规制的局面下，实际起到了“法的根据”的作用；而中国的合伙习惯产生于家族
经济中，带有许多家族关系色彩，并具有天然的自治色彩，惯行的绝对的“契约自由”，与现代商法
的基本观念是不一致的;习惯于传统合伙经营模式的中国商人对公司这种现代的工商组织模式并不乐于
接受。
而所有这些都有待于在工商经济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商事习惯逐步确立，并使现代商法观念深入人心后
，民法中商法化的条款最终才能为中国的商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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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例）数人订合同设店铺者，习惯是按其出资额分担店的债务。
但这是内部关系。
[同书，下卷，二四二一页，大连地方法院大正六年（民）七三，请求汇款事件鉴定要旨]　　三人订
合同设店铺者，习惯是应该按该三人的出资额分担偿还店的债务。
但这只是内部的关系。
对于外部，执事人兼财东者，由其人先偿还全部，其他财东在内部关系中按出资额分担债务。
执事人以外的人为财东者，习惯是对全部应先由当其冲者去偿付。
不是债权人不得对财东直接请求，而是应该先向执事人请求。
　　（第四例）依旅顺高等法院判例[同书，上卷，六六六页，大正七年（控）一二，请求汇款事件鉴
定要旨]是这样的：“商店的债权人，得向该店的执事人提出诉讼而受偿付。
”它对于非法人的合伙，指示着履行债务的主体。
据鉴定证人郭学纯调查报告（同书，上卷，六六六页）：“二人以上以财东出资，并且得向执事人提
起诉讼而受偿付。
”这里的执事人即执行业务人，应解作由合伙人全体授予代理权而为当然的诉讼当事人。
但因合伙不是法人，故没有原告、被告当事人的能力，因而执行业务人不得单独代理合伙自体而提诉
讼。
然而《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五三条第三项规定：“非法人之团体，依特别规定，得为诉
讼当事人者，有当事人之能力。
”是盖与《日本民事诉讼法》第四六——四七条之规定为同其旨趣者，而必须解释作合伙之合伙人全
体，得为自己选定应为原告或被告之合伙人一人或数人。
　　（第五例）依据上述的调查报告，可以明了有二人以上的财东的商店破产或停业时，债权人得最
初向该店的执事人诉求后再向财东诉求，一开始是不得向财东请求偿付其债务而提起诉讼的。
然而由于上列情形仅向财东之一人请求偿付全部而提起诉讼者，受其请求的财东，无论其金额几何，
没有无限制地由一人履行全部的责任，仅不过按自己出资额的比例负担偿付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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