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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兩岸經貿的往來日益頻繁，中國法制的發展漸受關注。2006 年 8

月，中國發布新的企業破產法取代 1986 年企業破產法﹙試行﹚，破產

法律制度因而產生重大的變革。此次變革的重點之一，即是在破產法

中加入了重整制度。重整制度係對陷入困境但有挽救希望的企業透過

重整程序使其恢復生機，其目的一方面在於挽救企業，並藉以保護債

權人、股東及員工等利害關係人之權益，另一方面更在於維護社會整

體的利益，避免因企業破產所導致的社會動盪不安。在此一目的下，

重整程序必然渉及各利害關係人及社會整體利益之間的衝突，該如何

取得平衡，即重整程序設計的重心。對於無繼續經濟價值的企業，排

除於重整程序之外，即隱含社會整體利益的考量；由企業提出重整方

案並取得關係人會議的同意，乃取得各方利害關係人利益平衡的設

計。當關係人會議無法取得共識時，為避免個人利益影響社會整體利

益，另設計了強制許可程序。即法院在保障個人利益的原則下，得強

制許可重整方案，以平衡社會總體利益與個人利益之間的衝突。法律

的解釋與實務之應用，應以利益平衡為出發，將可避免司法資源的浪

費及個人權益的減損，進而達到重整立法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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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70 年代未以來，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另一階段的發展主軸，改

革與加速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不能沒有以法律的保障作為依據，法

律體制將隨著改革開放而逐漸復甦，並逐漸體現在改革的過程，而這

一過程都將觸及到法律體制的建構內容以及組織形式的選擇
1
。中國

經濟體制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其所伴

隨而來的是對經濟法律體制的改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律結構由三

部分構成
2
：市場准入法、市場運行法和市場退出法。市場准入法規

範參與市場競爭主體形式，如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等；市場運行

法界定市場競爭的行為規則，如反壟斷法等；市場退出法主要解決的

市場主體遭遇競爭失敗的時候如何以對整個經濟傷害最小的方式退

出市場或者實現重生，如破產法等。相關經貿法律的發展，因中國經

濟體制的改革開放而有了新的生命。 

中國法律制度的建構，在改革開放期間的法制轉型發展，乃先透

過對外來法制的借鑑，以一種「暫行」或「試行」的模式加以過渡，

藉以取得摸索過程所需要的經驗以及更少的風險代價，此種帶有計劃
                                                       
1  參閱王文杰，嬗變中之中國大陸法制，國立交通大學出版社，頁 360‐361，2004年 12 月。 
2 參閱李曙光，新破產法的制定與中國信用文化和信用制度，法學家，第 2 期，頁 12，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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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思想與方法，其內容多以加強政府行政管理為立法指導思想，

具有強烈行政色彩
3
。破產法律制度的發展亦不脫離此種模式。《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行﹚》(以下稱企業破產法﹙試行﹚)，即

參考外國的破產法制再加上中國本身的特殊國情所為的具有行政管

制色彩的破產法律制度，其適用的對象亦僅侷限於國有企業。然隨著

市場的開放，參與市場的主體更加廣泛多元，除國有企業外更包括了

外商投資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及私營法人，再加上市場經濟的逐步

確立及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破產法律制度的改革漸受重視。中國破

產法草案經十多年的討論，終於在 2006 年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

業破產法》(以下稱企業破產法)，提供企業完善的破產法律規範。該

法引進重整制度、設立管理人制度並完善相關實體權利，深受各界關

注，尤其是第一次引入外國的重整制度作為與破產清算及破產和解三

大破產制度並列的制度之一，提供給企業除破產清算外的另一種選

擇。 

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使得外國企業因各種原因，如市場廣

大、原料人工成本低廉等，紛紛進入中國市場，鄰近中國的台灣企業

亦因應全球佈局的需求而西進。隨著兩岸經貿往來日益熱絡，台灣企

業在中國進行經貿而在中國衍生的訴訟、糾紛相對提昇，適用中國法

                                                       
3  參閱王文杰，同註 1，頁 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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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的結果，使得台灣企業對中國法律的研究已不可獲缺。 

本文期望透過對新企業破產法的重整制度規範及實務運作情況

作研究，能提供有意或已赴大陸投資的企業投資者了解對岸現今的重

整程序的規定及實務操作方式，作為投資的參考，並期望透過對其他

國家法治的觀察，能夠對將來台灣的重整制度的修法能有所助益，使

重整制度能夠真正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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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取文獻分析及比較法探討方式研究中國重整制度，並對

中國法院實務個案作分析討論。將廣泛搜集相關渉及破產法制的政府

刊物、出版物、論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文獻資料，針對重整議題作

文獻資料的整理、描述，並參酌歐、美、日等國之重整程序立法例，

來探討中國重整制度，並對中國法院實務第一個重整個案來討論。 

本文以中國《企業破產法》的重整制度研究為核心，由於重整制

度所渉問題廣泛，有與其他程序共用部分
4
，如公告與通知、債務人

財產、管理人及其職責、債權申報、取回權、抵銷權、撤銷權、法律

責任等事項，亦有個別程序部分，如重整申請的受理、重整期間的營

業、重整計劃的制作與批准及重整計劃的執行等。本文限於編幅，探

討範圍僅限於《企業破產法》中有關重整程序的啟動、重整計劃的制

作及法院的批准程序部分。 

在個案分析的資料蒐集上，由於法院實際運作的第一手資料難以

取得，本文僅以報紙所蒐集的個案資料為基礎，作分析研究。囿於語

文能力以及資料取得之來源受到限制，因此或有誤解及不完備之處，

尚祈不吝指教。 

                                                       
4 此種設計模式，中國學者稱之為「一個大門，三個小門」的設計，其將破產分為清算程序、和

解程序及重整程序共用部分及個別程序適用部分。參閱李永軍，破產法的程序結構與利益平衡機

制，政法論壇，第 1 期，頁 17‐18，2007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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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論文架構 

本文內容有六章： 

第一章  緒論 

第二章  中國企業重整制度 

第三章  一般重整程序 

第四章  特別重整程序 

第五章  個案討論 

第六章  結論 

第一章，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範圍與研究方法及整編論文的架

構。說明為何研究中國企業破產法中的重整制度、以何種方法研究及

整編論文大致的結構說明。 

第二章，說明重整制度的基本概念、中國企業破產法(試行)的整

頓制度及中國企業破產法的重整制度。首先說明重整制度的意義、性

質、特徵及其制度的產生背景、理論基礎及法制發展，接下對中國破

產法企業破產法試行的整頓制度的意義及缺陷作說明，最後引入中國

破產法的重整制度法制的建立，從中國企業破產法的發布、立法指導

思想及重要內容到重整制度的簡介及其面臨的挑戰等面向作說明。 

第三章，對重整程序的啟動、重整計劃的制定、重整計劃的表決

及法院的批准的程序作研究，並透過利益解析重整程序的設計。重整



  ‐ 6 ‐

程序的啟動包含重整程序的聲請及法院的審查，制度設計上應提供給

利害關係人啟動程序的權利，但為避免程序遭到濫用，其應受立法目

的限制。重整計劃的制定包含應由何人制定、內容為何及何時需提出

等，制度設計上應考量經濟效益及將來執行的可能性。重整計劃的表

決包括何人有表決權、該如何表決、怎樣表決才算通過等，制度設計

上應考量誠信、公平、效率的理念，就受重整計劃影響之利害關人能

依其權利的性質充分表達意見的權利。在重整計劃獲債權人會議分組

表決通過的情形下，仍應獲得法院的批准始生重整效力，此為法律對

當事人自治的監督。 

第四章，對強制批准重整計劃作研究，從外國立法例及批准標準

對中國破產法相關規定作研究。強制批准重整計劃是指重整計劃未獲

債權人會議分組通過的情形下，法院在一定的條件下可批准重整計

劃，使其發生重整的效力。由於強制重整制度對債權人利益影響重

大，制度設計上應充分保障因強制重整而受影響的利害關係人的權

益，避免法院假借公共利益而損及個人的權益。  

第五章，針對北京仙琚生殖健康專科醫院有限責任企業的重整個

案探討法院實務對其重整程序的運作情形。該企業為破產法新增重整

程序後在司法實務中的首次適用，引起中國媒體大幅的介紹。本文將

以媒體報導的資料，分析個案的法律適用及對預先包裹式重整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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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可行性作分析。 

第六章，重整制度力求透過對各方主體利益的平衡保護，達到公

司再建以維持公共利益的目的。如何對債務人、各種債權人、股東、

員工符權利保護與社會整體利益考量，乃制度設計的重心。透過利益

平衡的解析，將可完善法律制度，使得重整制度達到實體正義與程序

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