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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新加坡管理大學楊邦

孝法學院及亞洲法學院協會共同舉辦座談會「中國公司法最新一輪修訂的主

要關注和爭議點」（2021 年 12 月 17 日）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吳灝欣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自 199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1999 年、2004 年對個別條款進行了修改，2005

年進行了全面修訂，2013 年、2018 年又對公司資本制度相關問題作了兩次重要修改。而《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司法（修訂草案）》在 2021 年 12 月再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主要修改

內容包括完善公司設立、退出制度等。鑑於中國公司法最新一輪修訂引發的關注和爭議，香港城市大學法

學院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聯合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新加坡管理大學楊邦孝法學院及亞洲法學院

協會，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舉辦了一場線上學術研討會，邀請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朱慈蕴教授及

副主任湯欣教授擔任主講嘉賓。  

 

座談會以城大法學院院長陳清漢教授向所有與會者致歡迎辭展開序幕。第一位主講嘉賓朱慈蘊教授現為清

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及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她同時就職於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常

務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經濟法研究會常務理事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她在商法學（如商

法基礎理論、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和經濟法學領域頗有建樹，因此十分了解今次公司法修訂的關鍵

之處。她提出是次最新修訂的公司法修改比例並不算低，現行公司法共 13 章 218 條的基礎上，呈現給全

國人大常委會審讀的一審稿修訂草案一審稿約共 15 章 260 條，實質新增和修改 70 條左右。朱慈蘊教授就

是次中國公司法的修改情況作了一個總體的介紹，她先解釋一個大眾比較關注的要點，為修訂草案明確黨

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保證黨組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領導作用，但強調公司的決策權還是在股東會

董事會的手上。而她指出是次另一個特別的修訂為現行公司法關於國有獨資公司專節的基礎上，設「國家

出資公司的特別規定」專章，此章可能會適當地擴大到國有獨資及國有控股的有限公司。她引用康美藥業

財報造假案，來進一步解釋公司法修訂案中提出加強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的建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她

亦提出是次公司法完善公司登記制度有助進一步簡便公司設立和退出，同時有助大眾能夠更方便地獲得投

資公司的一些基本信息，甚至鼓勵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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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主講嘉賓湯欣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及《清華法學》副主

編，同時就職於湯姆森路透集團“中國商法”叢書編輯諮詢委員會成員。他曾經兼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第一、二屆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委員，現兼任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委員會委員、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

立董事專業委員會主任，因此非常適合講述是次座談會的主題。湯欣教授提出現時公司法修訂最令人關注

的一點，必然為對於現在的上市公司可能會造成的影響。目前中國大陸有三家證券交易所，分別為上海證

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以及成立時間不長的北京證券交易所。而在中國上市的公司可謂集中了全國范

圍內各大行業裡面的最主要的頭部企業，而且無論是當中所貢獻的營業收入，還是所貢獻的利潤、所貢獻

的稅收，甚至於為國家創造的技術，都可見上市公司在國民經濟當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事實。他指出如

果公司法修改以後並未對公司種類進行區別，那未來公司法可能仍需進行修正。他強調由於上市公司只佔

股份公司當中不到百分之一點二六的比例，而除了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經濟市場上絕大多數是小型企業，

甚至是微型企業，因此公司法面臨最困難的使命便是在簡單的公司法體系當中，不但要容納不同有限公司

的基本規範，又要管理數目相當不小的股份有限公司，更要對上市公司進行針對性的規範。所以，他認為

公司法的立法與修正為十分困難的工作。 

 

在朱慈蘊教授和湯欣教授發人深省的演講之後，進入到主要由目前任教於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張巍助理

教授和同時擔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及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教授帶領的討論及問答環

節，不同教授都提出了自己對中國公司法的真知灼見，而其他與會者都藉此機會表達了他們的看法，當中

不乏值得深思的獨到論點。本研討會以陳清漢教授簡單的閉幕辭作結及向各位與會者致謝結束，他感謝各

位演講者的寶貴貢獻及所有與會者的出席，讓這次座談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朱慈蘊教授和湯欣教授(由左至右)。 

 

 
陳清漢教授和張巍助理教授(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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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