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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标志性意义的案例

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曙光

▲  

闽发证券破产案审判实务评论

自2005年大鹏证券成为我国首家

申请破产的证券公司以来，已经有约20

家券商向法院申请破产并进入破产程

序。闽发证券破产案自2008年7月18日

福州中院受理始，至2011年12月9日第三

次债权人大会召开止，前后经历了3年

多时间，衍生诉讼案件达1500多件，共

涉及6家破产企业与45家关联公司的清

算，100多位审判人员参与审理此案。可

以说闽发证券破产案是2007年新破产

法实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衍生诉讼最

多、审判难度最大、案情最为复杂的券

商破产清算案件。因此，此案的审结在券商破产史上具有标

志性意义。

此案的审理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证

券公司的破产有别于普通企业。证券公司一旦破产，其债权人

数量众多、破产财产标的巨大、破产法律关系尤其是衍生诉讼

错综复杂，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高以及影响巨大，给法院审理带

来较大困难。福州中院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采取

一些特别的审判举措，取得了较好的审判效果。例如，强调职

权主义的审判方式，主动加大对诉讼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监督力

度，并倾向性地强化对破产企业一方的救济。由审理破产案件

的专案合议庭同时审理衍生诉讼案件，并且统筹协调基层法

院参与有关审判，减少了不同审判组织分别审理的成本，利于

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更加全面地了解破产企业整体情况。针

对行政清算前置程序，合议庭从实质正义出发，灵活适用法律

规定，将撤销权除斥期起算点、有关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

确定为行政清算开始日。这给法院处理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破产案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闽发证券破产案件的复杂性与该案的审理过程却也暴

露出目前我国破产法的实施及其环境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与信用环境仍不够成熟。尽

管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要素市场，

尤其是信息要素市场仍然不够完善，政府监管不够到位。破

产企业的财务信息、当事人资料的缺失使得债权人、管理人

无法有效知晓破产企业的信息，从而

无法充分实现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建

议成立专门的国家破产管理机构，解

决市场经济信用管理与破产案件信息

不对称问题。

第二，法院法官在破产案件审理过

程中作用的定位仍需探讨。法院在证据

采信、诉讼权利监督审查、举证责任分

配等方面的主动介入反映了在破产案件

审理实践中，法院、管理人、债权人各自

的权力（权利）边界并不清楚。在破产

案件的受理、审判过程中，法院是否应当

依职权主义积极干预破产过程？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应当发挥

什么样的功能？管理人模式如何运行，与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债

权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券商破产案的审理如何更好地考虑商

业与市场的因素？闽发证券破产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一种探索。

第三，破产司法体系结构与运行仍不成熟。由于案件类型

不同，标的物所在地不同，破产案件和衍生诉讼案件可能由不

同地域的法院管辖。尤其是破产案的衍生诉讼案件很多需要

异地执行，这决定了依靠现有法院体系解决破产及其衍生案

件将会造成案件审理效率的低下、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成本高

昂。福州中院由审理破产案件的专案合议庭同时审理衍生诉讼

案件以提高效率，但长远来看需建立起国家层面的专门的破产

法院体系，以打破地方司法保护的壁垒与制度障碍，节约审判

成本，提高审判效率。

第四，闽发证券案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例如破产案的

衍生诉讼、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特殊破产程序、管理人职

权的运行模式、法院管辖权的确定都是破产法未明确或未涉

及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修改破产法来进一

步完善解决。

闽发证券破产案的审理已经尘埃落定，但该案带给我们

的思考远不会由于案件的终结而停止。我相信，典型案例会

推动我国破产案件审判实务向公平公正、科学高效的目标不

断接近。

责任编辑  黄晓云 

hxy9403@tom.com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
组研究中心主任，破产法起草小组成员，

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