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1 日， 武汉大学举

行纪检监察研究院成立大会，

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担

任院长。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

表示， 研究院要努力建成纪检

监察实务与学术交流的前沿高

地， 培养纪检监察专门人才和

后备人才的重要阵地， 服务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智库

基地。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纪检监察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纪检监察学学科评议

组召集人郭为禄表示， 期待华

东政法大学与武汉大学在课题

研究、 人才培养、 教材建设等

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

记、 纪委书记、 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纪检监察学学科评议组成

员吴付来认为， 要加强学科原

理概念范畴研究、 建构系统科

学的理论体系， 把握好学科政

治属性， 培养契合实践需求的

专业人才。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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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 日， 上海市法学

会投资与建设法治研究会成立

大会暨 2024 年年会———“城市

更新中的法律问题” 研讨会在

同济大学召开。 同济大学法学

院院长蒋惠岭教授担任研究会

首届会长。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会长姜平对研究会未来的工作

提出五点要求， 包括密切联系

上海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法治需

求； 关注当前城市建设中迫切

需要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 高

度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 深入

研究“投融建管营” 一体化发

展模式中的法律问题等。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

表示， 未来学校将创建建设工

程法治研究品牌， 把研究会建

设成为国内领先、 业界认可、

成果丰硕、 不断创新的学术平

台。 希望研究会能够抓住历史

机遇， 以新兴科技特别是人工

智能技术赋能建设工程法治和

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

（朱非 整理）

全国统一大市场法治建设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研讨会召开

发挥备案审查制度的监督作用

12 月 14 日， 全国统一大

市场法治建设与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研讨会暨 2024 年度法

治政府建设十大创新案例发布

会在重庆举行。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周尚

君表示，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和加强备案审查是党中央从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 西南

政法大学围绕这一国家战略，

组建了多支结构合理、 实力强

劲的理论创新研究团队， 形成

了多篇高水平研究论文和智库

报告。 未来， 学校还将进一步

强化资源整合， 推动立法研究

院参与国家法律“立改废释

纂” 与备案审查实践工作， 支

持“西南政法大学备案审查研

究中心” 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备案审

查制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胡锦光的发言题目是“全

国统一大市场法治建设与备案

审查的关系”。 他认为， 全国

统一大市场是法治保障下的大

市场， 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前提

是市场规则的统一， 备案审查

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及法治

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顾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

授方世荣作题为“新质生产力

的法治政府保障” 的主旨发

言。 他着眼于未来法治政府建

设， 深入分析法治政府在新质

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法治

政府建设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

的具体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

规备案审查室刘俊辰作了题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

如何发挥备案审查的制度功

效” 的主旨发言。 他系统介绍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

审查室在破除地方保护的制度

机制、 打通人员要素自由流动

的障碍和阻碍、 纠正影响市场

主体经营的不合理制度等方面

所采取的措施和工作成效。

会上西南政法大学全面依

法治国研究院发布了“2024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十大创新案

例”。 据介绍， 此次评选面向

全国范围公开征集， 各地法治

政府建设创新案例申报共 200

余项， 范围覆盖全国 20 余个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内容

涉及法治政府建设各领域， 旨

在推出具有创新性、 引领性、

实践指导价值的法治政府创新

经验。 下一步， 还将出版发行

《法治政府创新发展报告》 蓝

皮书。

本次会议由西南政法大学

主办， 西南政法大学立法研究

院、行政法学院承办，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中

心、西南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

国研究院协办。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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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新《公司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凝聚新《公司法》创新规则的适用共识
□ 记者 徐慧

12 月 21 日， 由华东政法

大学、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

会、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主

办的“实践中的新《公司法》”

学术研讨会在沪举办。 与会学

者围绕“认缴制下的公司资本

制”“公司治理与中小股东权力

保护”“董监高与双控人的义务

和责任” 等议题展开研讨。

认缴制下公司资本

制完善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

的朱慈蕴教授以《新公司法关

于认缴制完善的理论与实践》

为题作主旨发言。 她分析了认

缴制在我国资本制度中的演变

过程， 指出由于对认缴没有作

出资期限规定， 实践中产生了

无限期缴纳的公司以及“僵

尸” 公司等问题。 目前， 认缴

制瑕疵股权转让后的追责， 还

需要最高法院出台相关细则。

在此背景下， 认清认缴制本质

非常重要。 她认为， 认缴制没

有改变股东出资形成公司资本

的制度， 改变的是出资期限。

债权人应当关注股东的认缴出

资情况， 这是未来可能主张债

权人权益保障的基础。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周友苏作了题为 《公司资

本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的平衡

和协调》 的发言。 他认为， 公

司资本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的

平衡协调是《公司法》 公司资

本制度永恒的主题。 新 《公司

法》 对公司资本制度的调整由

放松资本管制变为加强资本管

制， 是对原有资本制度调整的

矫正和纠偏。 从平衡两种制度

角度出发， 《公司法》 第 54

条“加速到期” 应实行入库的

原则。 他还建议， 对转让人承

担补充责任以后的追偿权要作

出规定。

公司治理与中小股

东权力保护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范健的主旨发言围绕“新《公

司法》 中小股东保护规则适用

问题” 展开。 他认为， 新《公

司法》 中涉及股东权利和保护

的规定， 多数为必要的可诉规

范， 容易造成权利的滥诉。 在

与中小股东保护相关的司法裁

判理念问题上， 他提出， 股权

平等、 投资风险、 信用至上、

利益合法应该成为法律适用的

原则； 两权分离应该成为推动

公司制度改革的方向； 商人自

治应成为司法审判追求的效

果； 民商区分应成为司法审判

中规范适用的理念指导。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商事

审判庭副庭长陆淳则以股东查

阅权扩大为切入点， 分享了他

对于公司类纠纷利益衡量的思

考。 他表示， 股东查阅权的扩

大有一个最现实的考量： 很多

公司会计账簿不能真实反映公

司的情况。 股东查阅权扩大到

会计凭证就是一种基于诚实信

用的矫正。 面对新 《公司法》

的修订， 仍然要注意到诚实信

用原则在利益衡量中的基石作

用， 在进行价值衡量的时候要

考虑公平、 效率和秩序的要

求， 以实现公司和股东之间精

妙的平衡。

新 《公司法》 中的

董事义务和责任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凯湘以《公司董事义务与责

任的新变化》 为题作主旨发

言。 他认为， 新《公司法》 扩

张了董事或者董监高的权利，

并强化了对应的义务和责任，

但其中一些条文和规则值得斟

酌。 例如， 新法第 51 条规定

了催缴失权制度， 该条第 2 款

规定， “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

的义务，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负

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但实践中， 发催缴通知要

股东实权和董事会来做判断， 即

使没有及时催缴也不一定需要承

担责任， 所以适用第 51 条第 2

款应有非常严格的条件。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

长钱玉林教授作了题为《董事个

人责任的法理》 的主旨发言。 他

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各国法律

规定中董事和公司的关系。 无论

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 董事对外

行使代表权， 能够代表公司行使

公司诉讼上和诉讼外的一切权

利， 对内则属于代理权。 在我

国， 根据 《民法典》 第 61 条、

《公司法》 第 11 条的规定， 董事

作为公司机关存在， 所以我国的

董事不是通过董事个人而是通过

董事会做决策和相关业务的执

行。 因此， 我国的董事实际在公

司当中的行使权力的底层逻辑与

各国并不相同， 在责任认定中，

也应区分集体责任、 集体责任中

的个人责任以及董事个人责任。

关注城市更新中的法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