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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文研究思路是讨论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结合国外个人破产立法的先进经
验，分析本国的具体情况，然后从个人破产法的界定入手，将应当排除的对象以及排除
的原因进行说明，并界定债务人的生存权益，从而进一步阐述笔者的个人破产立法思路
。最后对个人破产进行具体制度的设计，包括自由财产制度、破产免责制度以及失权与
复权制度。这几种制度作为个人破产立法的特色，多方面保障了债权人利益，保护了债
务人生存权益，调解了双方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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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序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而其中仍然
存在缺漏，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无疑应当以弥补缺漏为着重点。例如，
在经营主体的各种形态中，数量最多的是个人经营者，其中，农户在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中尽管不断减少，但到2011年末还有约2.5亿户;个体工商户在改革开放中呈现快速发展
的态势，1978年仅有14万户，1999年达到约3160万户，2012年末达到约4060万户。然而，
作为个人经营者退出机制之必要组成部分的个人破产制度，至今仍未建立。可见，胡玲
博士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的个人破产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中亟需弥补的一
种重要缺漏。
自1986年我国制定第一部企业破产法以来，应否和如何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问题，一直
为学界和实务界所争论。胡玲博士在本书中关于此问题的探讨，突出亮点在于：（1）对
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在关注其必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可行性的研究，尤其是结合
个人破产适用范围、自由财产制度、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失权与复权制度的制度设计来
研究其可行性。因为任何一项立法的可行性，虽然来自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政治和
法律环境，更取决于其自身的制度设计，惟有其制度设计与所处客观环境相适应的立法
，才具有可行性。可见，对立法而言，这种可行性研究比必要性研究更有价值。（2）将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可行性的关键点集中于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这不仅抓住了个人破
产制度特有问题的本质，而且开辟了一种研究个人破产制度的新视角。这是因为，个人
破产区别与企业破产的首要标志是债务人为个人，而个人债务人权益区别于企业债务人
权益的核心在于直接享有生存权益，企业债务人则不享有生存权益而在破产中只是涉及
其雇员的生存权益;无论是个人破产制度还是企业破产制度，从社会安全考虑，在其制度
设计中都应当保护债务人及其雇员的生存权益，而对个人破产制度而言，债务人生存权
益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还可以发现，关于个人破产适用范围、自由财产制度、个人
破产免责制度、失权与复权制度等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的讨
论，或者说，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是贯穿于个人破产适用范围、自由财产制度、个人破
产免责制度、失权与复权制度等问题的一条红线。惟有足以保护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的
个人破产制度，才具有可行性;个人破产适用范围、自由财产制度、个人破产免责制度、
失权与复权制度的设计是否可行，应当以是否足以保护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为标准。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而其中仍然
存在缺漏，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无疑应当以弥补缺漏为着重点。例如，
在经营主体的各种形态中，数量最多的是个人经营者，其中，农户在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中尽管不断减少，但到2011年末还有约2.5亿户;个体工商户在改革开放中呈现快速发展
的态势，1978年仅有14万户，1999年达到约3160万户，2012年末达到约4060万户。然而，
作为个人经营者退出机制之必要组成部分的个人破产制度，至今仍未建立。可见，胡玲
博士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的个人破产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中亟需弥补的一
种重要缺漏。 



从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保护视角研究个人破产法，实际上是从社会法视角研究个人破产
法;在个人破产法中体现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保护的精神，可以说是社会法与私法（商法
）有机融合的一个范例。个人破产法与企业破产法在一定意义上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
系，个人破产法作为特别法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见诸个人破产适用范围、自由财产
制度、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失权与复权制度等制度设计中的以保护个人债务人生存权益
为利益取向的社会法理念。在其政策目标体系中，社会安全目标优于交易安全和金融安
全目标。由此也可以说，较之企业破产法，个人破产法是社会法色彩较为浓厚的特别商
法。因此，对于个人破产法中不同于企业破产法的特别设计，需要依循社会法理念进行
解释。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法的立法还相对滞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生存
权益保障的水平还较低，这在一定意义上会加重个人破产法保护债务人生存权益的负担
，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对个人破产法所兼有的社会法色彩，更应当重视。可见，本书对
个人破产制度作出社会法思考，是个人破产法乃至商法研究中一种可贵的尝试。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学界关于个人破产问题的论著已有很多，胡玲博士的这本专著最值
得推荐之处在于研究视角新。这也可能是其存在不足的原因。即正因为个人债务人生存
权益保护视角和社会法视角是研究个人破产问题的新视角，对个人破产中的各种问题及
其研究结论都应当重新审视和检讨，并且作出别有一番面貌的制度设计方案。然而，我
在翻阅这本书的电子稿后，尚未完全感觉到这种效果。尤其是对个人破产法中商法属性
与社会法属性有机融合的理论逻辑和制度展开，还略显不够。但愿胡玲博士和学界同仁
，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弥补本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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