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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开公司法论》的基本内容框架以公开公司为中心，在阐述说明公司法诸原理的同时，列举论述适
用于公开公司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相关制度与原理。

本书是旨在向股东、潜在的投资者、董事、监事、会计监查人、法律顾问、证券业者、监督机构等公
司专家全面而立体介绍公开公司法制的著作。
此外，法学入门者、法学院校的学生通过本书的学习，也可以体会到公开公司法学习中的乐趣。
本书由森田章著，黄晓林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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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森田章 译者：黄晓林  森田章，1949年出生，神户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学博士，曰本
同志社大学。
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历任日本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法制审议会公司法部会委员、司法考试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法。
主要著作有：《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者保护法理》、《企业内容公示》、《内幕交易》、
《公司法规制放宽与公司治理》、《金融服务法的理论》、《企业法入门》、《日本公司法》等。
代表性论文：《关于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的法律》、《投资者救济手段的完善》、《电力公司的治理
结构》、《公开公司董事会权限的优越性一一以防御敌对收购为中心》等。
 黄晓林，日本同志社大学院法学博士，山东科技大学法学教师。
主要著作：《商法总论》（独著）、《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法制建设》（合著）等。
代表性论文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限制一一与日本法的比较》、《日本公司法对滥用股东知情
权的规制》、《日本非公开公司股权转让制度评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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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经理及其他代表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仅仅依靠公司的经营者很难顺利完成业务活动
，因而产生了由其他人辅助其工作的需要。
《公司法》第10～l5条规定了作为内部业务辅助人的经理和其他使用人。
 公司可以选任经理，由其在总公司或分公司从事业务活动。
分公司的经理代表公司从事业务活动。
经理的代表权限被限定在业务活动范围之内，有权代表公司从事与业务有关的一切裁判上或裁判外的
行为。
经理是公司商业登记中的登记事项（《商业登记法》第44条）。
经理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违反此义务时，对公司负有赔偿义务，赔偿数额为该经理或第三人的获益
额。
经理未经公司许可，不得实施以下行为：①自己从事营业；②为自己或第三人从事属于公司事业部类
的交易；③成为其他公司或商人的使用人；④成为其他公司的董事、执行官或业务执行股东。
如果公司的职员被冠以总公司或分公司业务主管的名号时，即使该职员不是经理，也视为其有权代表
公司从事与该总公司或分公司业务有关的裁判之外的一切行为。
此外，接受与业务有关的某类或特定事项委任的人，有权从事与该相关的裁判之外的一切行为。
公司里的采购科长等人即属于此种情况。
还有，销售店铺的使用人，被视为享有销售店铺内物品的权利及其他相关权利，店员在这一权限之内
代表公司。
 三、公司的代理商 公司业务活动的地域范围扩大之后，虽然可以在新的地域开设分公司，但是开设
新的营业场所不但需要投入巨额费用，而且必须承担在当地经营活动的风险。
因此，很多公司往往委托熟悉当地情况的、信用较高的代理商，代为从事商事交易活动。
为公司从事日常业务交易进行代理或者居间的代理商，不是公司的使用人。
代理商分为缔约代理商和居间代理商，二者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分别适用《民法》上的委托合同和准委
托合同关系（《民法》第643、656条）。
代理商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除了遵守民法上的规定以外，《公司法》针对其特殊性，也有相应规定。
 关于代理商的义务。
代理商在进行了代理或中介行为之后，必须不迟延地将代理或中介情况通知公司（《公司法》第16条
）代理商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违反该义务时，应该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数额根据该代理商或
第三人的获益额进行推定（《公司法》第17条第1、2款）。
代理商在代理或居间活动中，会获得与委托公司业务相关的信息、知识产权等知识，为了防止代理商
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恶意利用这些知识，《公司法》对其规定了竞业禁止义务。
与《公司法》第12条规定的经理的竞业禁止的范围相比，代理商的竞业禁止的范围比较窄。
这是因为代理商毕竟不同于作为使用人的经理，而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商人，为了防止不当地限制
代理商自己的营业，《公司法》对其规定了比较狭窄的竞业禁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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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开公司法论》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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