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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撰写指南的原则性意见 

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是反映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成效的重要途经，是考核学生掌

握和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从事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有效手段。掌握撰写毕业论文的基本能力是本科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为进一步规范毕业论文工作，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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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毕业论文前，应提前完成相应的理论、方法、写作指导、信息检索与

科研素养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并具有以下能力： 

1. 具备掌握专业知识构架、核心理论的能力； 

2. 了解专业相关的社会重大或前沿问题，并能够结合理论分析相关问题； 

3. 具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逻辑分析、数据分析的能力； 

4. 具备梳理和总结所研究话题相关文献的能力； 

5. 掌握论文写作规范及写作技巧，能够撰写一篇高质量的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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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选题是确保毕业论文质量的关键环节。选题必须符合学生所属专业

的培养目标，充分体现本专业综合训练的基本要求，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或理论

意义。鼓励学科间的交叉，注重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独立思考和应用的能力。

毕业论文选题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专业性：论文题目要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科学研究训练的基本要求，使学生

在专业知识应用方面得到比较全面的训练。选题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切忌立意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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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性：论文选题在难度适中的情况下，尽可能反映本学科领域的知识创

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和理论思想创新。 

3. 实践性：论文题目应尽可能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鼓励与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联合拟定题目，鼓励选题来自企业一线

需要；鼓励选题与教师专业实践和科研课题相结合；鼓励选题与学生科创项目相

结合；建议选题以实验、实习和社会调查等实践性工作为基础。 

4. 可行性：论文题目应符合本科生知识、能力、水平和工作条件的实际，满

足本科毕业论文工作量的要求，保证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努力能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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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撰写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和《西

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执行。具体情况由指导教

师根据专业特点和论文体裁具体掌握。不同体裁的论文撰写要求可参考如下标准： 

1. 实证研究：研究问题清晰、明确且有价值；论点鲜明，论证充分，论据确

凿；方法适当，逻辑性强，对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实证过程严谨且工作量饱满；

论文注释、引用和写作体例符合通行规范；文献综述完整，参考文献具有适合性、

准确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表达准确。 

2. 调研研究：必须是本人或者所在科研团队直接参加的调研信息；调研重点

反映调研对象的实际状况和问题；调研问题具有针对性，能够反映客观事实；调

研过程科学、严谨、调研数据真实可靠，资料翔实；调研报告需交代调研的整个

过程，科学的调研设计步骤；写作格式规范，层次清晰，结构科学，建议可行。

多人合作的应明确具体分工和贡献。。 

3. 案例研究：选取专业性的典型案例，准确把握和阐述案例重要细节，梳理

和总结案例所反映的专业性问题，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关争议观点，进行必

要的总结；结合所述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充分、严谨的论证，并进行批判性的

思考，明确表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专业性、原创性观点；有充足的文献和其他案

例支持；论文格式正确，注释和参考文献符合规范。 

4. 毕业设计：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锻炼实践动手能力；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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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突出原创性，需要学生自己动手完成整个设计过程；学生应该把项目的需

求分析、方法选择、概要设计、详细设计和开发的步骤等都详细地描述出来，提

供可以检验的学生设计原创作品 

本指南供本科生写作毕业论文参考，各学院可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科特点，自

行编制适合本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撰写的要求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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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定性指标 

根据《四川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实施办法（试行）》，毕业论文否

决性指标为： 

1. 政治方向：有违背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方针、法律法规，或违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立德树人要求，或其它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 

2. 学术诚信：出现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 

出现上述情况的毕业论文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二）评议标准 

通过学术论理考察的毕业论文，具体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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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议要素 

选题意义 
（10分） 

选题目的 
（5）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体现综合训练基本要求。 

研究意义 
（5） 

面向所在专业领域学术问题或行业社会实际问题，

有一定的理论或实用价值。 

写作安排 
（15分） 

文献调研 
（10） 

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追踪本领域研究现状或行业

动态，能支撑该论文（设计）的选题。 
进度安排 
（5） 

时间进度安排合理，工作量饱满，写作形式符合专

业特点和选题需要。 

逻辑构建 
（20分） 

层次体系 
（10） 体系完整，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逻辑结构 
（10） 

论点鲜明，论据确凿，论证充分，达到所在专业领

域要求。 

专业能力 
（35分） 

综合应用知识能力 
（10） 

将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合理应用到研究

过程，能体现所在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素养。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15） 

研究方法合理，论证分析严谨，数据分析合理，能

体现一定的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和素

养。 
创新能力 
（10） 

阐明了新观点，或将经典理论创新性应用，或阐释

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学术规范 
（20分） 

行文规范 
（10）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图表（图纸）、公式符号、

缩略词等方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 
引用规范 
（10） 

在资料引证、参考文献等方面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

知识产权相关规定，不得有虚假引注。 
备注：“优秀”（90≤优秀<100）、“良好”（75≤良好<90）、“一般”（60≤一般<75）、“不合格”（<60）进行百
分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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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型毕业论文撰写指南（法学类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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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也称经验研究，即用事实来支持论文所提出的观点或证明某一种

理论。规范的实证研究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即准备阶段、选题、探索性研究、

收集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选择计量方法、解释及分析结果、论文写作、与同行

交流等。实证研究论文是对实证研究过程及成果的汇报，应坚持科学、严谨、规

范的基本写作准则。 

实证研究型论文（正文）的一般结构如下： 

1.引言 

这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提出具体研究问题，通常从现实背景和学

术背景两个角度论述，提出现实中研究该问题的实践背景与实践价值，通过对先

前研究的简单综述，阐述该研究的学术价值，澄清本文的研究贡献。同时对本研

究的逻辑框架、研究路线、研究方法等进行简单介绍。 

2.文献综述 

这部分主要进行细致的文献综述。学生应尽可能广泛地并批判性地去阅读相

关主题的文献，了解选题相关的研究进展、既有结论、研究方法、边际贡献及缺

陷不足。文献综述主要作用在于总结当前文献的成果、找出现有文献的不足，以

此作为自己选题的切入点。因此，文献综述写作应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类观点作

比较分析，提供文献评述，避免罗列文献。 

3.理论框架 

提供核心变量发生关联的理论框架与理论解释，提出理论缘由。理论框架应

基于已有理论并进行逻辑推理或者模型推导。 

4.研究设计 

这部分需详细介绍实施实证研究的设计过程，包括：计量模型、变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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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度量、数据来源与处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等等。 

5.实证结果分析 

这部分需要按照学术通行规范报告分析的过程和展示分析的结果，实证分析

过程工作量饱满，通常包含可能需要的基准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

异质性检验分析等。 

6.结论与政策启示 

此部分通常包括：（1）概括经验发现，即验证了或证伪了什么理论或核心问

题；（2）这些研究结果具有什么政策含义；（3）如果可能，还可以提出未来进一

步的研究空间。 

7.参考文献 

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参考文献的

格式范式，将前文引用的文献在此处一一列明，需要做到与前文引用一一对应且

参考文献条目之间的格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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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撰写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

执行。具体情况由指导教师根据专业特点和论文体裁具体掌握。总体上，实证研

究型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要求可参考如下标准： 

研究问题清晰、明确且有价值；论点鲜明，论证充分，论据确凿；方法适当，

逻辑性强，对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实证过程严谨且工作量饱满；论文注释、引

用和写作体例符合通行规范；文献综述完整，参考文献具有适合性、准确性、专

业性和权威性；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表达准确。 

实证学术论文评价标准参照学校统一的评价指标及评议要素，具体评价细则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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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要素 优秀 良好 一般 不及格 

选题意义 

选题合理，属于该专业

领域研究范畴；有明确

的现实背景；研究目的

及研究问题明确，研究

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

或学术意义。 

选题合理，属于

该专业领域研究

范畴；研究目的

较为明确；具有

较大的实践价值

或学术意义。 

选题尚可，属于

该专业学位领域

研究范畴，具有

一定的实践价值

或学术意义。 

选题存在一定

问题，研究目

的不清，不具

备实践价值或

学术意义。 

写作安排 

全面、综合分析国内外

相关文献，追踪本领域

最新研究现状，文献质

量很高；时间进度安排

合理；研究工作量饱

满，有一定的研究难

度。 

较为全面地分析

国内外相关文

献，追踪本领域

研究基本现状，

文献质量较高；

时间进度安排合

理；研究工作量

较为饱满，有一

定的研究难度。 

基本了解国内外

相关文献和本领

域研究基本现

状，文献质量一

般；时间进度安

排较为合理；研

究工作量一般。 

不能全面、综

合分析国内外

文献，未追踪

本领域研究现

状，文献质量

较低，时间进

度安排不合

理；研究工作

量不足。 

逻辑建构 

从提出、分析到解决问

题过程完整；研究思路

清晰，有一定的提炼、

分析和归纳能力，具有

独立见解；研究方法规

范，研究方案或对策具

有可操作性。 

从提出、分析到

解决问题过程较

为完整；研究思

路比较清晰；研

究方法比较规

范，研究方案或

对策具有一定的

可操作性。 

从提出、分析到

解决问题过程较

为完整；研究方

法比较规范。 

提出、分析、

解决问题的论

证过程不完

整；研究方法

缺乏规范。 

专业能力 

较好应用专业原理或

理论，体现专业视角；

较好运用专业研究方

法或工具进行研究；有

足够的实证材料和论

据支撑，数据丰富、可

靠。 

应用了一定的专

业原理或理论；

运用了专业研究

方法或工具进行

研究；有一定的

实证材料和论据

支撑，数据比较

丰富、可靠。 

运用了专业研究

方法或工具进行

研究；实证材料

和论据较为欠

缺，数据不够丰

富、欠缺可靠性。 

欠缺对专业研

究方法或工具

的运用；实证

材料和论据较

为欠缺，欠缺

数据资料。 

学术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

图表、公式符号、缩略

词等方面严格符合通

行学术规范；引用非常

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

知识产权相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

格式、图表、公

式符号、缩略词

等方面较好地符

合通行学术规

范；引用较好地

符合通行学术规

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

格式、图表、公

式符号、缩略词

等方面基本符合

通行学术规范；

引用基本符合通

行学术规范和知

识产权相关规

定。 

文字表达、书

写格式、图表、

公式符号、缩

略词等方面不

符合通行学术

规范；引用不

符合通行学术

规范和知识产

权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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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 

论文题目：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 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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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速培育外贸新优势，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产业政策

作为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对企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影响尚有待研究。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

了 2009 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对于企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显著

地提升了被扶持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且这一影响

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动态变化趋势。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政府补助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

划对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

著的提升作用，但并没有对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

业产生显著影响，另外这一作用效果在规模较大的企业

中表现更强。以上证据有助于理清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和内在逻辑，并且对产业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产业政策；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企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双重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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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develop new advantages and increase the 

sophistication of enterprises’ export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eign 
trade. This paper discusses what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th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xport 
technology by using DID method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revitalization plan of ten 
industries in 2009. The result illustrates that the 
revitalization plan of ten industrie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the supported 
enterprises, and the impact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The impact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vitalization plan improves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through government subsidy channel. The heterogeneity 
investigation shows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astern 
enterpris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impact is greater in 
larger enterprises. The above-mentioned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mpact mechanism. Besides, thes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the revitalization plan of 

ten industries; export sophistication of enterprises;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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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9:IJD9:KL 

1.1.1 !"#$ 

中国在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增长

迅速，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逆势增长，

全年出口总额再创新高，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出口

有效支撑了我国的稳增长大局。尽管中国在出口贸易领

域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发展仍面临着众多挑战。一方

面，在国际分工布局动态转移的背景下，由于我国要素

成本上升，产业以及外贸订单转移至周边国家，我国传

统比较优势被削弱，急需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另一方

面，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疲软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

义蔓延，使得出口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要求我国出口企

业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以强大实力应对局势变化。建

设贸易强国，不仅要强调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了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

如何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当下我国建设贸易强

国的一个重要命题。 

产业政策是国家引导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我国，

产业政策的实施十分广泛，其中既有规律性的五年产业

规划，也有类似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临时性产业政策。

通过这些政策，政府指导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2009 年初，我国

政府陆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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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涉及钢铁、轻工业、石油化工、有色、船舶、汽车、装备制造、纺织、电子信

息以及物流业等十大产业的指导政策，统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大产业振兴规

划通过财税补贴优惠和信贷支持等手段促进产业发展，通过推进兼并重组淘汰落

后产能，对十大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背景，研究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

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 

1.1.2 !"%& 

本文研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一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

及内在逻辑，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传统

的比较优势正逐渐被削弱，对于出口贸易的关注逐渐从市场规模的扩大转移到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加速培育外贸新优势，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是推动

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产业政策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扶持企

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通过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对于企业的出口施加影响。

研究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完善产业政策，提高产

业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培育出口贸易新优势，提供了借鉴。 

其次，在理论方面，出口技术复杂度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受到重点关注

的问题，近年来，有关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丰富，

但鲜有研究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探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基于十大

产业振兴规划，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对相关领域研

究空白的有益补充。 

1.2 9:MN"9:OPQ9:RS 

1.2.1 !"'( 

本文基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一产业政策背景，选取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

这一政策对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本文的第一部分绪论首先提出了研究相关的背景和意义，并介绍了研究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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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方法和框架，最后提出了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这一部分梳理和总结了产业政策和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既存研究成果。以文献和理论为基础，本文提出了相关的

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介绍了本文计量模型的构建、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的来源和处理。 

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影响和动态效应；其次进行了机制分析，检验了政府补助在产业政策

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变量再度量，保证 DID结果的有效性。 

第五部分是异质性检验，在第四部分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考察这一影响的异

质性，依据企业的不同特征对样本进行划分，并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具体包括国

有和非国有之间的对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之间的对比，以及规模较大和规模较

小之间的对比。 

第六部分结论与建议先是总结了研究成果，然后提出了对策建议。 

1.2.2 !")* 

围绕以上的研究内容，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进行了相关研

究。 

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产业政策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等领

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剖析研究不足之处，并最终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 

其次，…… 

1.2.3 !"+, 

基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文绘制了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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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1.3 9:@TUV 

本文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的创新点如下： 

（1）现有对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空

白。产业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

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视角，探究了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出口行

为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在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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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2.1 .WXY 

2.1.1 -./012!"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在世界各

国得到广泛的应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产业政策在

国内得到推行，本世纪初，我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基本覆

盖了国民经济中的全部大类行业，产业政策干预市场的

力度进一步加强（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产业政策

包括了选择性和功能性两类。选择性产业政策是目前实

施较多的产业政策类型，是指政府对选定的某一或某些

产业进行介入，例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功能性产业政

策是指政府发挥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弥补市场失

灵和完善市场制度的产业政策，在这其中，市场居于主

导地位（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从实施目的的视角来看，产业政策实施的根本目的

在于促进一国经济健康平稳地运行。具体而言，政府通

过推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调整，在使

供给总量增长的同时，调整供给结构使其适应需求结构

要求，从而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和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黎

文婧和李耀淘，2014）。 

……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我国政府 2009 年初出台的一

项重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用于应对国际金融的冲击，

主要目标可以用“保增

长，扩内需，调结构”

来概括（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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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江飞涛，2010）。政府针对十大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措施，直接干预和间接引导并举，具体包括了通过信贷支持和鼓励直接融资等手

段稳定企业生产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通过财政补助和增加政府投资等手段刺激

市场需求，通过调整出口税率等方式稳定出口，通过直接干预方式推动企业兼并

重组，优化产业布局，控制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等内容（陈剩勇和陈晓玲，2014；

钱雪松等，2018）。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集中体现了我国产业政策的基本思想、政

策措施偏好和发展趋势（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 

…… 

2.1.2 3.456789:12!"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个经济体会根据自身技术水平的高低选择不同技术含

量的产品出口，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就越高，出口技术复杂

度（Export Sophistication）衡量了各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技术信息（Hausmann和

Rodrik，2003）。Hausmann 等（2007）提出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Export 

Sophistication Index）的计算方法，研究分析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认为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成正比。Rodrik（2006）认为出口技

术复杂度较高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地位更为优势，另外研究还发现中国出口技术

复杂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约为其人均收入三倍的国家水平，这一现象被

称为“Rodrik悖论”，Xu（2010）指出，Hsumann和 Rodirk等的研究没有考虑产

品的异质性，即对于同一产品，不同国家生产的价格和质量水平并不相同，因此

需要将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纳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中，由此而得到的出口技

术复杂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更相符，研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Rodrik悖论”。 

…… 

2.1.3 ;<=> 

在梳理和总结了产业政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文献后，可以看到，已有研

究在产业政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各自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

定的研究空白。 

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方面的研究，现有的文献从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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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对于产业政策实施效果

的评价不尽相同，特别是针对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研究

中，既有学者认为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有着积极作

用，也有学者表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企业有着消极影

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一十

分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探讨产业政策

影响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 

…… 

2.2 Z-A[\]^_` 

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主要内容中，“保增长”和“扩

内需”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调

结构”则是为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健康发展

（李平和江飞涛，2010）。在金融危机前，中国的产业

就存在一系列的发展隐患，产业产品长期处于国际分工

的低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开拓国际市场，而不是依

靠产品质量优势，企业创新激励不足，金融危机则使得

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陈剩勇和陈晓玲，2014）。因

此，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是十大产业振兴

规划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具体地，中央财政通过贷款贴

息、财政奖励、税收减免等手段支持了企业的技术升级

和产品改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李平和江飞涛，

2010）。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

技术水平。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提升了支持企业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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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abc;Cd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政策试点工作出台于 2009年，本

文将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选取了 2007 年至

2014年间的沪深 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本文将十大产

业内的企业设置为处理组，将其余企业设置为对照组，

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根据企业是否属于十大产业振

兴规划支持企业设置了政策虚拟变量 ，同时根据十

大产业振兴规划政策的出台年份即 2009 年设置时间虚

拟变量 ，最后生成了两者的交乘项 。具体

模型设定如下： 

s （1） 

其中下标 表示企业， 表示年份； 为被解释变

量，表示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控制变量的

集合， 为随机误差项。为了减少时间效应和企业的个体

效应影响本文的识别效果，借鉴钱雪松等（2018）的做法，

构建包括时间效应和企业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个体固定效应，代表能够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

化的个体异质性特征， 为时间固定效应。在该模型中，

的系数和 的系数分别被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

定效应吸收。式（1）中， 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估计参 

数，若 显著为正，则

说明十大产业振兴规

划促进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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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长，若 显著为负，则说明了政策实施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有负向作用。 

3.2 ebfg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此，本文首先需要得到产品

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参考 Hausmann等（2007）的方法，计算如下： 

              &2' 

其中，…… 

……. 

参考已有关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盈利

能力（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 ）、资本密集度（ ）、

资产负债率（ ）和固定资产占比（ ）。本文主要变量的详细说明见表 1。 

! 10345678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计算方法详见上文，对结果取对数 

 分组虚拟变量 企业属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取值为 1，否则为 0 
 时间虚拟变量 企业在 2009年及之后取值为 1，否则为 0 

 盈利能力 企业资产收益率 
 企业年龄 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再取对数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对数值 

 资本密集度 固定资产除以员工人数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 
表 2汇报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2034569:;<=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3,635 9.781 0.443 4.462 11.24 

ten  3,635 0.425 0.494 0 1 
 3,635 0.755 0.430 0 1 

 3,635 0.325 0.469 0 1 
 3,635 2.639 0.308 1.099 3.401 
 3,635 22.01 1.199 18.83 26.75 

 3,635 12.50 1.029 6.919 18.79 
 3,635 0.533 0.203 0.0188 2.393 
 3,635 0.263 0.158 0.00048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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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5 0.0295 0.107 -2.746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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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ijZDkl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政策对企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所以本文仅保留了沪深 A股中的

出口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并剔除了如下样本：重要指标

数据缺失的公司；金融类公司；ST类公司；同时发行 B

股或 H股的公司。最终，本文保留了 2007年至 2014年

间的年度样本 3635个，其中在政策规划内的企业数量为

216家（样本数量 1544个），不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内

的企业数量为 300家（样本数量 2091个）。本文所用到

数据的主要来源如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计算所用数据主

要来自 BACI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其余上

市公司数据来自 CSMA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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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4.1 A%Xm\nopq 

首先，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影响效果。在表 3第（1）列，本文以交乘项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其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第（2）列将控制变量加入回归，结果显示， 前系数

依然显著为正。为了进一步研究产业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本文引入了年份虚拟

变量 ，并将年份虚拟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 作交互项，得到变量

，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中，结果如第（3）、（4）列所示。回归结果

表明，产业政策冲击在实施的第一年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效果显著，随后作用不断减弱。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于 2009

年，制定的干预计划为期三年，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可以看到，产业政策的确在这

一期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效果并不持久，对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长期影响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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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AB(CDEFGHI0J.KLAMNOPQR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 
 （1） （2） （3） （4） 

 0.059*** 0.057***   
(3.06) (2.93)   

   0.029 0.026 
  (1.04) (0.94) 

   0.078*** 0.073*** 
  (2.76) (2.61) 

   0.100*** 0.098*** 
  (3.51) (3.45) 

   0.050* 0.050* 
  (1.73) (1.73) 

   0.053* 0.050* 
  (1.81) (1.72) 

   0.046 0.043 
  (1.56) (1.47) 

  -0.132  -0.133 
 (-1.42)  (-1.44) 

  0.025  0.023 
 (0.53)  (0.48) 

  0.022**  0.023** 
 (2.20)  (2.25) 

  0.100**  0.099** 
 (2.24)  (2.21) 

  0.071  0.068 
 (0.96)  (0.93) 

  0.022*  0.022* 
 (1.70)  (1.68) 

 9.713*** 9.188*** 9.713*** 9.192*** 
(819.51) (27.24) (819.68) (27.25)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635 3,635 3,635 3,635 
 0.065 0.072 0.067 0.074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4.2 rstuvwxyz{|}~eb 

上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显著地提升了支持企业的出口技术

复杂度。接下来，依据第二章的假设分析，本文以政府补贴作为中介变量（ =

企业当年收到的政府补助/固定资产净值），采用逐步法分析中介效应是否成立。

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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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STUVWXYZQR 

    
 （1） （2） （3） 

 0.057*** 0.013*** 0.044** 
(2.93) (2.62) (2.15) 

   0.133* 
  (1.82)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635 3,475 3,475 
 0.072 0.075 0.074 

表 4汇报了机制检验的结果，第（2）列以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显著增加了支持企业获得的政府

补贴，第（3）列以 作为被解释变量， 和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且

系数小于第（1）列的回归结果，说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确实通过增加政

府补助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4.3 �����  

4.3.1 ?@ABCD 

判断双重差分模型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

组是否具有共同的趋势。本文检验了在政策实施前，在十大产业规划内的企业和

不在规划内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动趋势是否有系统差异。 

首先，本文在计算得到企业 2007-2014年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绘制了处

理组与对照组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趋势图，图 2 中实线表示处理组企业的年平

均出口技术复杂度，虚线表示对照组企业年平均出口技术复杂度，由图可得，在

在 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变化维持着基本平行的时间趋势，产业政策在 2009年及之后两年对处理组和对

照组形成了明显的冲击，初步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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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QR 

…… 

4.3.2 EFGCD 

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借鉴吕越等（2019）的做法，本文构造虚假处理组，

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只采用非支持企业样本，从对照组 300 个企业样本

中随机抽取一半的企业，将其设定为伪处理组，并将剩余企业作为新的对照组，

据此生成了一个虚假分组变量 ，再构建交叉项 。由于伪处

理组是在原对照组中随机生成的，交乘项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应当没有显著的

影响，即回归系数应当不会偏离原点。本文重复了以上过程 500 次，绘制了所有

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和 p值分布。由图 3可知，回归系数集中在 0点附近，而基准

回归估计的系数 0.057位于该分布边缘。安慰剂检验排除了本文估计结果受遗漏变

量干扰的可能性，侧面验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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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_`aQR 

4.3.3 HIJ:I 

本文测算产品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主要参考了 Hausman 等（2007）的方法。

尽管该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Xu（2010）认为该方法

没有考虑出口产品在质量方面的差异，如果一国或地区出口的产品大多质量相对

较低，则会导致该国或地区的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被高估。因此，本文借鉴 Xu

（2010）以及盛斌和毛其淋（2017）的做法，测算了质量调整后的企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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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异质性检验 

前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提高了政策支持企业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但规划对支持企业的影响并非相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到影响的程

度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从企业所有制、企业区位和企业规模三个角度探讨了产

业政策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异质性。 

5.1 �?��s��� 

以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如果股权性质为“国企”、“国企&外资”或“国企

&民营”，则认为是国有企业，反之则为非国有企业。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的第（1）、

（2）列比较了产业政策在企业所有制上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样本中，

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 0.117明显大于全样本回归系数 0.057，而非

国有企业样本估计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增长作用更强，但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弱。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不同所有制

企业的干预力度存在差异，由于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各级政府，相较于非国有企业，

企业决策与政策导向的配合度更高，为了完成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的各类硬性指标要

求，政府会对国有企业施加更大力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

受惠力度可能更大，陈剩勇和陈晓玲（2014）指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有企业有明

显的青睐，通过政策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变相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5.2 �?����� 

…… 

5.3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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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9:B-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 2009 年十大产业振

兴规划冲击对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的实

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显著

提升了支持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且这一影响有先

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第二，机制检验表示，十大产业振

兴规划通过增加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影响了企业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最后，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影响具有丰富的异质性，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区位以及

不同规模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地，十大产业

振兴规划对国有企业以及东部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

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并没有对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

企业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产业振兴规划提升企业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强。 

6.2 ��d�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对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愈加凸显。基于对十大产业振兴

规划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

了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提高产业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将目

光从短期效益转向产业长期的健康发展。本文结论表明，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企业短期内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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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有明显增益，但当规划实施结束后，政策并没有为企业带来长期出口竞争力的

提高。产业政策不能只依托简单判断的补贴支持，而是要尊重市场规律，提高市

场竞争程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陈剩勇和陈晓玲，2014；余明桂等，2016），

让企业有内生动力提升出口竞争力。 

第二，针对不同类型的微观主体，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应考虑更加

全面。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影响下提

升明显，而非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则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因此，在产业政策

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公平地对待市场的竞争主体，消除政策歧视，让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同台竞争，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另外，本文研究也表明，

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区位也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和落实

时，对中西部地区和规模较小的企业给予更多的关注，保证政策措施能全面有效

地达成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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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一】实证研究类范文二（法学院优秀范文）：《作

为方式对量刑影响结果实证研究：以存在扶养义务下的故意杀人

案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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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型毕业论文撰写指南 

!"¢£9:;<=>?-.@A<BC 

调查研究，是对某一个研究问题件进行调査和数据搜集之后,将所得的材料和

结论加以整理而写成的书面报告。调查研究注重真实、具体的数据,注重分析现象

的实际现状和产生成因,也可以提出一些未来发展的合理建议。调查研究可以帮助

本科生探求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是本科生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

一种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型本科生毕业论文有以下几点要求：必须是本人直接参加的调研成

果；调研重点反映调研对象的实际状况和问题；研究主题立足思政，思想正确；

调查研究反映问题客观，数据真实，资料翔实；调研报告交代调研的整个过程，

写作格式规范，层次清晰，结构科学，建议合理。多人合作的应明确具体分工和

贡献。 

调查研究型论文（正文）的一般结构如下： 

1.引言 

这部分主要介绍调查调查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框架、创

新和方法介绍。其中，研究背景与意义，需要提出调查研究问题，通常从现实背

景和学术背景两个角度论述，提出现实中调查该问题的实践背景与实践价值，通

过对先前调查研究的简单综述，阐述该调查研究的学术价值，澄清本文的调查研

究贡献；同时对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框架等进行简单介绍；研究创新的提出

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张。 

2.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部分要注意选择文献的权威性、科学性、全面性。该部分学生需要

解释相关主要概念的定义及维度。同时，学生需要批判性地去阅读相关文献，了

解主要概念的研究进展、既有结论、研究方法、边际贡献及缺陷不足。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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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用在于总结当前文献的成果、找出现有文献的不足，以此作为自己选题的

切入点。因此，文献综述写作应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类观点作比较分析，提供文

献评述，避免罗列文献。 

3.理论假说 

提供核心变量发生关联的理论假说框架与理论假说解释，提出理论假说缘由。

理论框架应基于已有理论并进行逻辑推理或者模型推导。 

4.研究设计 

调研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实验调研法、行动调研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

设计是调研报告的重要部分。以问卷调查法为例，其内容包括：研究方法（包含

问卷设计）、研究思路、数据来源、样本选择。 

5.调查结果分析 

这是调研报告的主体：要求现实与材料要统一，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分

析讨论要实事求是，同时文字措词慎重、严谨、逻辑性强。切忌主观意断，其内

容包括：（1）用不同形式展示调研结果（如图、表）；（2）问卷相关变量的信效度

检验；（3）分析结果，验证假说。其中在分析结构时，需要重点阐述：调研解决

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调研结果说明了什么，结果映射了哪些背

后故事；指出要进一步调研的问题；指出调研可能存在的调研局限。  

6.结论与政策启示 

此部分通常包括：（1）对调查结论进行总结；（2）这些调查结果具有什么政

策含义或者企业启示；（3）如果可能，还可以提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7.参考文献 

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参考文献的

格式范式，将前文引用的文献在此处一一列明，需要做到与前文引用一一对应且

参考文献条目之间的格式一致。 

'"¢£9:;>?-./012D45E+ 

毕业论文撰写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

执行。具体情况由指导教师根据专业特点和论文体裁具体掌握。总体上，调查研



 

35 

究型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要求可参考如下标准： 

研究主题立足思政，展现当代青年的正确价值观；研究问题清晰、明确且有

价值；文献综述完整，参考文献具有适合性、准确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理论假

说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调查方法适当，数据搜集严谨，对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

论文注释、引用和写作体例符合通行规范；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表达准确。 

调查研究本科生毕业论文评价标准参照学校统一的评价指标及评议要素具体

评价细则见下表。 

! bc$%&de'()*+,-. 

评议要素 优秀 良好 一般 不及格 

选题意义 

选题合理，属于该专业领域

研究范畴；有明确的现实背

景；研究目的及研究问题明

确，研究具有显著的实践价

值或学术意义。 

选题合理，属于该专

业领域研究范畴；研

究目的较为明确；具

有较大的实践价值或

学术意义。 

选题尚可，属于该专

业学位领域研究范

畴，具有一定的实践

价值或学术意义。 

选题存在一定问

题，研究目的不

清，不具备实践

价值或学术意

义。 

写作安排 

全面、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

文献，追踪本领域最新研究

现状，文献质量很高；时间

进度安排合理；研究工作量

饱满，有一定的研究难度。 

较为全面地分析国内

外相关文献，追踪本

领域研究基本现状，

文献质量较高；时间

进度安排合理；研究

工作量较为饱满，有

一定的研究难度。 

基本了解国内外相关

文献和本领域研究基

本现状，文献质量一

般；时间进度安排较

为合理；研究工作量

一般。 

不能全面、综合

分析国内外文

献，未追踪本领

域研究现状，文

献质量较低，时

间进度安排不合

理；研究工作量

不足。 

逻辑建构 理论框架清晰，假说内容非

常丰富，逻辑非常严密。 

理论框架较清晰，假

说内容较丰富，逻辑

较严密。 

理论框架模糊，假说

内容不够详实，逻辑

较难明白。 

理论框架、假说

部分缺失。 

专业能力 

调研方法描述详细，读者可

以复刻该调研。调研方法细

节（资料描述，概念的测量

与操作化，以及具体的调研

方法设计）均描述详细。具

体调研设计的选择符合逻

辑且经过合理论证。 
调研结果描述准确、清晰。

包含描述性分析、信效度检

验、假说验证。所有的图表

的大致发现均需要在正文

中加以叙述。 

调研方法内容描述较

为详细，可能存在少

数细节的缺失。具体

调研方法的选择有适

当讨论，但选择的合

理性和适用性值得商

榷。 
调研结果描述和假说

验证较为准确、清晰。

个别细节可能存在缺

失。 

调研方法的具体内容

的描述缺少细节。调

研设计不具体，调研

方法不正确或者不合

理。数据分析和讨论

存在一些错误，或者

不完整。 
调研结果的描述和假

说验证不够清晰。个

别图表缺失。 

完全没有调研方

法的介绍。 
数据分析和讨论

不正确。分析非

常不完整、不清

晰。 

学术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图表、

公式符号、缩略词等方面严

格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引用

非常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

知识产权相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

图表、公式符号、缩

略词等方面较好地符

合通行学术规范；引

用较好地符合通行学

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

图表、公式符号、缩

略词等方面基本符合

通行学术规范；引用

基本符合通行学术规

范和知识产权相关规

定。 

文字表达、书写

格式、图表、公

式符号、缩略词

等方面不符合通

行学术规范；引

用不符合通行学

术规范和知识产

权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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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每个人都暴露在一个信息爆炸的世

界。老字号品牌面对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增多以及市场激

烈竞争导致产品同质化的趋势，为保证自身产品或服务

优势，带给产品新的附加值，便开始了“跨界”模式，使

用这种方式带给消费者立体化体验和需求的满足，来增

强消费者的品牌认知。 

国内外学者早已对“跨界”这一模式进行了深度研

究，大多数是对成功的跨界产品进行案例分析。跨界产

品的初衷从提升用户体验出发的，其本身的功能性并不

能直接体现是否能帮助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可能性。通

过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价值的真正感知，才可能触发并提

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理论结合实证的方式进行分析研

究。在研究初期阶段，通过阅读众多国内国外相关案例、

理论及文献，对老字号跨界产品、市场匹配度、品牌认

知及购买意愿进行整理和归纳，确定模型研究架构，将

老字号品牌跨界市场匹配度与该跨界产品购买意愿构建

关系，中介变量则引入了品牌认知，提出假设。然后，

基于其他文献及本研究对象的特点开发合理的量表，采

用了问卷调研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最后，研究使用

SPSS22.0、AMOS等软件进行分析，验证所提假设，得

出结论： 

（1）消费者对老字号的品牌认知感知和对跨界市场

匹配度感知在其购买意愿上有着显著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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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者对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的感知，在品牌市场匹配度和购买意愿

的关系间中介效应显著。  

依据以上分析及结论，对老字号品牌企业提出了如下建议： 

（1）重视跨界产品与原品牌的市场匹配程度。 

（2）注重品牌知名度与品牌形象的正面性。 

（3）加大宣传以扩大消费者与品牌的接触面。 

（4）提供满足目标市场的“怀旧”与“创新”需求的产品。 

 

关键词：老字号跨界产品；市场匹配度；品牌认知；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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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ociety expands, we have been exposed to a 

world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The consumers’ demand 

has become pluralistic and the cutthroat competitors have 

led to the tendency of homogenization of products in the 

market, the time-honored brands have begun a 

"cross-border" model, in order to ensure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products or services and bring new added 

value to products. This way can bring consumers 

three-dimensional experience, meet their demands an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about the time-honored brand. 

Many studies about the “cross-border” model have 

been done by different scholars, but most are case studies 

on some successful  products. Indeed,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ross-border” product is to enhance the 

users’ experience, more than the products’ functionality 

which never directly reflects the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more profits. Only through consumers' perception about the 

real value of the time-honored brand may trigger and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consumers to purchase. 

The theory analysis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re 

utilized flexibly in the artic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tudy, after an extensive reading of relevant theories, 

reports and cases, 4 relevant conceptions, namely brand 

perception,“cross-border” products of the time-honored 

brand,  market fit and purchase-intention, a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conceptions, the article raises a model and 7 hypotheses. 

Additionall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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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a reasonable scale is designed. Based on other liter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bject. 

Finally, this research uses SPSS 22.0 and Amos to analyze . There are 2 

conclusions : 

(1)Both “cross-border” market fit and brand perception influence purchase 

inten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2)Brand perception which is divided into brand awareness and brand image, has 

significantly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brand market fit and purchase inten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and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offer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time-honored enterprises who want to use ”cross-border” model: 

(1)They should take notice of the degree of market fit in the relationship 

“cross-border” brand and the original brand. 

(2)They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building a favourable brand awareness and  

brand image. 

(3)They should intensify the publicity to expand consumer contact with brands. 

(4) They should provide products tha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target market, which 

favors "nostalgic" and "innovative" feelings. 

 

Keywords: The “Cross-border” Products Of The Time-honored Brand; Market 

Fit;  Brand Perception;  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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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9:IJ 

1.1.1 KL#$ 

由于加剧的市场竞争和消费体验概念的产生，越来

越多的老字号品牌颠覆了以往的传统商业联合模式，开

始寻求"跨界联姻" 。其中较为出名的案例有：MAC 与

《王者荣耀》的跨界口红，可口可乐与百度 AR 推出的

摩登新罐，自然堂与 blibli动画推出的联名款彩妆等等，

这些企业都使得自己产品在跨界模式下得到创新发展，

利用功能互补、用户体验互补等为老字号品牌形象加深

了立体感和纵深感，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品牌附加价值往往会让消费者产生强烈认同，这将影响

消费者购买可能性的增加。 

老字号品牌作为行业的领先者，消费者对其品牌认

知早已成形。在进入高同质化时代后，面临高强度的市

场份额竞争，面对目标市场不断细分后的创新瓶颈，不

少老字号品牌选择来利用已有品牌资产和企业优势，与

其他品牌合作推出跨界产品以拓宽目标市场。虽然跨界

产品对于企业来说属于成本风险双低的较佳选择，但是

这种方式仍是一把双刃剑，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若老

字号品牌对合作伙伴及方式的选择不佳，将很可能降低

消费者对于该老字号品牌的良好品牌认知，影响购买意

愿。因此，本研究对中华老字号品牌利用自身品牌认知

优势，降低因不匹配带

来的用户购买意愿降

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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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跨界产品在市场上迅速站稳脚跟具有实践意义。 

1.1.2 MN#$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跨界”这一创新的商业模式进行大量研究，尤其对跨界的

模式特点与战略优势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从用户跨界品牌市场匹配度的感知角

度着手，探究对此类型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和程度的较少。并且，此前论文

较少探究品牌认知的中介效应，而大多去证明了其对用户购买意愿的直接影响。

品牌认知较少被划分为从用户感知角度入手的不同维度，而用户的品牌认知是多

元的，可按照不同依据进行定义和划分，因此可进行深一步探究。此外，此前学

者均选新兴企业跨界行为进行研究，而非老字号品牌。但老字号品牌跨界有效结

合了“继承”与“创新”，兼有既定的品牌认知和创新性特点，符合本论文模型架构。 

通过对 CNKI,万方数据等中文数据库以“老字号跨界产品市场匹配度、品牌认

知度、购买意愿”为关键字进行检索，未发现完全涉及三者关系的文献，且几乎没

有以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为例进行此类关系研究的具强相关性参考文献。因此，

本文着重探讨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品牌认知度以及购买意愿三者

关系，构建三者相互关系模型，通过分析以期从市场匹配和用户认知角度出发，

对各老字号品牌企业运用跨界营销模式生产跨界产品提供更佳的参考意见。 

1.2 9:KL 

1.2.1 MN%& 

其意义主要在于专门采用实证方式来检验本文模型。首先研究并证明老字号

跨界产品市场匹配度、品牌认知及购买意愿的两两相互关系，然后着重探讨用户

的不同品牌认知维度在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市场匹配度对用户购买意愿的重要中

介作用，这将对老字号品牌考虑跨界模式的使用和跨界产品的市场设计具有更大

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1.2.2 OK%& 

从老字号品牌跨界出发，本文对目标市场匹配度、用户的品牌认知和购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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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对老字号品牌企业采用“跨界”模式具有实际意义。 

（1）加强企业对目标市场一致性的考虑。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老字号品牌企业，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在本行业已取得较大

的市场份额、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好的品牌形象，但在跨界领域可能并不擅长，

对跨界联合企业的选择考虑欠佳。对跨界产品匹配度大多数研究针对的是品牌或

产品设计的契合度，而较少着眼于目标市场消费群体的匹配度。因此本研究将通

过品牌认知和用户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出发，探讨想要提高用户的购买意愿是否

需要跨界品牌目标消费群体的一致性，得出结论可为更多想要跨界联合的老字号

企业提供指导。 

（2）提高企业的“客户驱动”理念。 

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对于老字号跨界产品购买意愿的研究有助于让“客户思维”

驱动企业，让企业以提高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度为宗旨。这样可为企业在市场匹配

度的选择上，甚至在产品理念、设计研发、营销模式等运营环节中提供科学决策

的依据。正确使用跨界营销模式和明确提升的品牌认知维度将有助于增加消费者

购买意愿，诱导购买行为，从而扩大企业市场份额，实现品牌优势。 

（3）有助于企业充分理解并正确运用跨界营销模式。 

对“跨界”这一创新模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老字号品牌企业充分理解这一模式

的作用机制，使他们能根据企业产品自身特点和期望模式加以正确利用。帮助各

企业从用户对于品牌的认知出发，对跨界产品的目标市场和伙伴选择精准定位，

创造出提升消费者体验的跨界产品，从而使其做出购买决策。这样不仅可以真正

拓宽市场、增加企业利润，还能打响知名度，加固企业的品牌形象，增加品牌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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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9:RS 

 

1.4 9:OP 

1.4.1 ;<!"* 

本研究从企业管理学、社会学、消费者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入手，参阅了国

内外文献，归纳总结已有的结论成果，定性描述用户品牌认知度、市场匹配度及

购买意愿的作用机制，为模型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同时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对老

字号品牌跨界产品的特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感知和总结，为模型建构提供了实践价

值。故才能在此基础上寻找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切入点，找出不足之处，明

确论文方向，提出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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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PQRS* 

本研究问卷在导师指导下，根据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和开发的具可操作性量

表进行问卷设计。通过小范围预调研后进行线上线下的大范围问卷发放和回收得

到第一手需求数据。 

1.4.3 TUVW* 

统计分析工具采用的是 SPSS 22.0和 Amos等软件，分析流程是首先对量表进

行信度、效度分析，确定量表的稳定性和正确性后进行因子分析，再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最后对提出假设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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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ª«¬®ª@¯°9: 

2.1.1 XYZ[\]^_ 

各行业领域学者根据不同需要对老字号进行称谓，

方便对其进行研究。“老字号”有多种丰富含义和特点，

想要获取这种称号和评选资格对品牌声誉和历史有相当

高的要求。根据中国国家商务部（2006）的界定，其中

认为“中华老字号”是一个取得经济社会广泛认同，形成

良好信誉的品牌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因此笔者也将采纳商务部的

概念界定，且用“老字号”作为本文称谓。 

2.1.2 `^-[]ab^_ 

“跨界”的出现与实施早于学术界对于这一新型概念

的正式界定，因为它很早就在人们生活中出现了，经过

了战略联盟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合作营销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共生营销
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等等一系列的发展与演变，最终形成了跨界的

概念。 

虽然对“跨界”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但学界内仍未

对跨界形成统一意见。甘勇等（2010）从跨界企业的差

异性出发，指出跨界是依据不同产品、产业及不同偏好

消费者间的共性和联系所进行的渠道共享和终端展示
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徐乃真等（2013）在甘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

出跨界主要目的是通过创新地联合来处理营销环境中出

现的问题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从而实现合作双方的

共赢。周大坤等（2013）

从互补性价值出发，认

为跨界就是一种跨行

业互补新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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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模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张洁（2014）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指出要做到有效的跨界善

于从民众的角度出发, 深层次了解消费者对生活的态度与审美的标准，将产品价值

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余葵（2016）从传播的角度出发，认为跨界营销是

将两者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市场传播和渗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根据邓勇兵（2007）的定义，

认为跨界经营追求的核心是同质用户的综合消费体验，这不是简单的功能性价值

互补，而是消费者感知价值互补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跨界产品是在跨界联合的企业模式下推出的创新产品，但关于跨界产品的认

知和划分方式也有所不同。杨攀（2009）将产品跨界界定为不同品类间的目的性

联合，目的是碰撞出刺激顾客的痛点和亮点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从跨界产品形成角度看，

杨玉（2018）认为跨界产品可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没有其他品牌或企业参与下

产品价值属性的改变，即增加强化其他属性或在不同领域拓展市场；第二种则是

不同品牌共同合作研发新产品，优势互补，满足用户复合性需求。后者在当今市

场上更为新颖，出现数量呈上升趋势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从营销的角度出发，徐鹏飞等

（2015）对跨界产品是不同行业的品牌（无需直接竞争）因有相似的目标市场和

公司需求而产生的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由于本研究针对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因此本研究采用徐鹏飞等人的界定

即认为跨界产品是有两个有着相似目标人群和共同需求的品牌营销产物，将从目

标市场一致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2.1.3 XYZ[\`^-[]Oc 

作为一种新的合作和创新的模式，老字号跨界行为不仅能让老字号品牌得到

更好的传承，也能为市场发展带来更多的多样性，因此确能够改变目前企业产品

单一的现状。老字号不仅已经具有良好品牌知名度和形象、良好的口碑和忠实的

客户群体，还借助了跨界合作企业和电商平台，生产出集“怀旧”与“创新”于一体的

跨界产品，即在探索创新化发展的同时，还持续发展老字号的品牌效应；在留住

忠实顾客的基础上也开拓了其他消费市场和潜在消费需求。 

实行品牌跨界的老字号不胜枚举，其中较为成功的是中国知名糖果品牌大白

兔。在遭遇糖果消费低迷的情况下，它选择频繁跨界，其中涉及化妆品业、服装

业、香水业等多个领域。最初，它与美加净联合研发的大白兔奶糖味唇膏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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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注意和兴趣。紧接着，它又携手太平鸟、乐町等服装品牌推出有着明显品

牌标志和红白蓝特色色系的大白兔系列服装，受到广泛好评。尤其是大白兔品牌

与气味图书馆推出童年香氛系列，唤起消费者回忆而热销。 

这样火爆的营销场面受到热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2009）调查发

现接近八成的受访人群买过老字号跨界产品，六成认为其有创意和乐趣，六成被

调查者认为既然是老字号，就应更加着重产品质量而非盲目蹭热度。另外还有消

费者认为这类产品的吸引点在于老品牌的口碑，并表示若新旧品牌特别不一致，

会造成购买体验不适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许多著名学者对老字号品牌跨界创新的做法也发

表了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越明认为，想要拥抱新时代消费者，创新要建立

在守住品质的基础上，应牢牢把握“高文化附加值+高创意附加的特色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张影接受采访时认为跨界合作的的两个品牌气质要相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根据上述概念界定和对案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成功的老字号品牌跨界营销

是将本品牌产品与跨界产品的各方面达到契合，优势共享，形成了品牌效应的延

伸以及客户体验的互补性，有助于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认知和购买倾向。 

2.2 ±²³´µ@¯°9: 

匹配度在营销领域研究具有重要地位。Tauber 在 1979年提出了品牌延伸理论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这一理论引发了营销界的热议和后续研究。之后，Edward Tauber（1988）

又提出匹配度表现为延伸母子品牌的共同特征，消费者接受延伸产品的程度
错误!未找

到引用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老字号品牌的跨界产品，对跨界产品的概念界定倾向

于徐鹏飞等（2015），即认为跨界产品是不同行业的品牌（无需直接竞争）因有相

似的目标市场和公司需求的产物。与该定义相关的是张浩（2014）对市场匹配度

的三维度分类，分为目标群体相似、消费市场接近和符合消费者行为习惯
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
。赵秀苹（2016）在张浩理论基础上补充认为这是一种合作品牌在目标群体、

市场及目标人群消费心理、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的相关程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根据以上学者的界定，在本文对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的定义为，老

字号品牌跨界品牌与原品牌在目标市场以及目标客户的消费行为等方面的相关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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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ª«¶·@¯°9: 

2.3.1 [\de]^_ 

品牌认知主要是指企业活动刺激消费者产生的感知以及自身储存的品牌记

忆。但有关用户的品牌认知的具体定义目前还存在分歧。品牌认知度起源于 David 

A. Aaker的《管理品牌资产》（1991）一书，是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品

牌 建设四段历程中的一种。他认为，品牌认知是用户长期渐渐形成的对品牌的认

识，是对品牌的理解程度和体验深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但是 Keller（1993）的界定在接

触时间上与 David A.Aaker不同，他认为消费者一旦接触到企业发起的营销活动便

会产生认知，这种认知是消费者获取到所有与品牌相关的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个

人评价和态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2.3.2 [\de]Vf 

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泰斗 David A. Aaker在 1991年，通过理论论述，将品牌

认知分为了品牌知名度和品牌联想，并将品牌联想再次进行了细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Keller（1993）将品牌联想的各维度进行分析，总结为品牌形象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之后

的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对品牌认知的主要维度进行证明。范秀成等（2002）验

证品牌形象是通过消费者联想的对品牌总体感知和看法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赵占波（2005）

在两篇文章中通过对手机品牌的研究验证了品牌知名度和品牌联想的不同[24][25]。

林小敏（2017）在品牌延伸领域将品牌认知划分为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
。 

总的来说，不同学者对于品牌认知划分依据和方式有联系也有区别。本文中

将采用林小敏（2017）所用的品牌认知划分法。采用的原因是这一理论基于大量

综述且经过实证证明，还具有概括较为全面，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的成熟量表。 

2.3.3 ghij:k[\de]12!" 

许多学者已经验证了匹配度与品牌认知间的关系。在品牌延伸领域中，Aaker

（1990）认为延伸品牌与原品牌匹配程度对消费者有关延伸品牌的评价有正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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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7]。孙国辉等（2014）在研究该效应时利用情感迁移理论，揭示了品牌延伸成

功引发购买行为的机制：外在刺激与需要结合，影响了消费者的认知过程和移情

过程，进而影响消费者评价及购买决策[30]。在品牌联合领域中，SooKyoung 等

（2009）的研究发现当消费者感知联合品牌匹配度较高时，用户对品牌的认知和

评价将更为积极[28]。Lanseng等人（2012）提出可以从多种维度研究品牌的匹配度，

很多不同层次的匹配度都可能影响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与评价[29]。因此基于以

上研究，若消费者感知到跨界品牌与原品牌的一致性程度较高，由于情感迁移的

作用，跨界品牌认知将很可能受到原品牌认知的影响。 

2.4 ¸¹Kº@¯°9: 

2.4.1 lm%n]^_ 

目前关于购买意愿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仍未达成统一意见。学者 Leavitt C

和 Robertson T S（1972）认为，消费者购买发生前会出现对购买决策影响的决定

性心理活动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Fishbein M（1975）研究人行为动机时提出“意愿”一词，

指个人对事物的主观认知并因此产生的主观倾向，“购买意愿”也因此被引用而诞生

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Loinberger（2010）认为购买意愿是消费者受到刺激后的行为强 度

[33]。Kotler 和 Keller（2012）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及焦冠哲（2018）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认为购买

意愿是消费者对产品权衡利弊后决定购买的可能性。尚晓航（2017）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通过研究，认为顾客的购买意愿可以探测其关键的购买行为。结合上述界定，本

研究认为购买意愿指消费者消费者对产品权衡利弊后决定购买的可能性，且消费

者对跨界产品的产品或服务认可度更高，更有可能产生购买意愿。 

2.4.2 ghij:klm%n]12!" 

匹配度也叫相似度，匹配度与购买意愿的直接关系在品牌延伸领域得到了证

明。Paul&Stephen（2001）证明新产品与原产品处于高相似度时，消费者能将对老

品牌的已有品牌联想转移到新产品上，其中也包括购买意愿[37]。 

在学者进一步研究后，开始从消费者角度进行探究，因为购买决策是消费者

行为，因此匹配度也应是消费者自身感知一致性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Desa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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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发现，企业可以利用原产品某一要素进行产品组合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

认同度,从而让市场采纳这一产品[38]。 

此外根据消费者行为中的学习泛化理论，认为当消费者学习对某种刺激做出

反应时，相类似的刺激也可能引起类似反应[39]。在本文研究的跨界品牌领域，若

跨界品牌与原老品牌产品有越高的相似度，刺激越类似，反应越明显。因此本文

认为，消费者对老品牌跨界产品与老品牌原有产品的市场匹配一致性将很可能会

对跨界产品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2.4.3 [\deklm%n]12!" 

已有学者验证了在一些情况下消费者对于品牌的态度或认知将会影响其购买

意愿。Dodds（1991）通过理论指出个人对产品或服务的主观认可度越高，渴望程

度越高，将很可能引发购买意愿[40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Cobb-Walgren等（1995）首次实证

证明了品牌偏好会促进购买决策的产生 [41]。Talor等（1997）从消费者心理角度

出发，研究了消费者的主观规范会决定其购买意愿[42]，而 George L（2000）发现

消费者倾向于在考虑范围中选择品牌认知较高的产品[43]。 

Cohen J B等（2008）通过对情感在加强心理联想和记忆巩固以及引导行为中，

发现用户品牌认知越高，该品牌产品将会越早进入到消费者大脑中的考虑购买范

围中，且会占据主要地位[44]。前文提到的 David A. Aaker（1990）[27]和 Keller（1993）
[22]二者均验证了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会对消费者购买兴趣和意愿起到影响。杨

伟文等（2010）[45]和林小敏（2017）[26]也通过实证证明品牌认知将直接或间接影

响当前及未来购买行为。 

对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结论，即消费者品牌认知有效影响其购买倾向，本文

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消费者更喜欢品牌形象较好的产品，这样的产品使其

风险感知程度更低，产生更多的品牌信任和忠诚度，因而常常引发购买意愿；另

一方面，消费者发觉个人需要往往会回想具体的品牌产品，这时对消费者来说较

为熟悉的产品将往往被选择，而能产生这样联想和记忆的产品是知名度较高的产

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即便不同的个体对品牌有不同偏好，但使顾客产生较高

品牌认知的产品常常会让购买倾向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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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框架的构建及假设提出 

3.1 Z-c;Cd 

本文探究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对消费

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以及品牌认知作为老字号品牌市场

匹配度和用户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通过对查阅广

泛研究成果和文献进行梳理及归纳，形成以下模型（图

3-1）： 

如图所示，本文涉及三个变量： 

自变量：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 

中介变量：品牌认知（分为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 

因变量：消费者购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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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fghij>klmnoIpqrstuvw&12 

3.2 9:°»D]^ 

3.2.1 ghij:k[\de2o 

以往已有研究对品牌相似度与认知关系进行了研究，一般来说相似程度越大，

跨界或延伸产品的认知效果会更好。在品牌延伸领域中，Aaker（1990）认为延伸

品牌与原品牌匹配程度对延伸品牌评价具有积极效应[27]。在品牌联合领域中，

SooKyoung 等（2009）的研究发现当消费者感知联合品牌匹配度较高时，用户对

品牌的认知和评价将更为积极[28]。孙国辉等（2014）在研究该效应时利用情感迁

移理论，揭示了品牌延伸成功引发购买行为的机制[30]。即便情感迁移理论被提出

时是为了在品牌延伸领域中应用，但由于品牌跨界与其有相似之处，所以该理论

也可以用于跨界产品中。  

以往学者大多数研究的是匹配度中的品牌和产品的各维度匹配度，而较少研

究其他方面的匹配度。Lanseng等人（2012）提出，匹配度有多种构成维度，除常

见的品牌和产品匹配度外，其他层面匹配度也可能影响其对于品牌的认知与评价

[29]。本文认为除了品牌、产品等因素外，还包括目标市场。因为不同的行业和消

费市场会有不同类型的目标群体，这些群体有着不同偏好和行为习惯，习惯不同

的消费情境。 

"#$% 

Z[\]Q 

Z[^_ 

`abcdef 

H2a 

H2b 

ghijklZ 
mnopqQ 

H1a 

H1b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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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消费者对原品牌的认可会转移到新跨界产品中，老字号

跨界产品与原产品市场匹配度高时，在相似的目标市场和消费习惯中，对老品牌

的认知和信任更容易发展到新品牌的认知中。因此，市场匹配度感知一致性对品

牌认知（包括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有直接关系。鉴于以上，本文提出以下假

设： 

H1：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与品牌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即老字号

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越高，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就越高。  

H1a：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与感知品牌知名度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即

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更高，消费者感觉到更高的品牌知名度。 

H1b：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与感知品牌形象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即老

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越高，消费者感知到越积极的品牌形象。  

3.2.2 [\deklm%n2o 

品牌认知会对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的相关关系已经被众多学者证明。David A. 

Aaker（1990）[27]和 Keller（1993）[22]验证消费者兴趣和消费倾向会被品牌知名度

和形象所影响。杨伟文等（2010）[45]和林小敏（2017）[26]也通过实证直接证明当

前及未来购买行为将受到品牌认知的影响。因此，对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的购买

意愿主要是指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前的心理活动和购买倾向，是一种购买发生概

率和可能性，会受到品牌认知的影响。对老字号品牌跨界营销产品的购买意愿则

是顾客品牌认知影响的被动反应结果变量。鉴于目前已有理论基础可以描述存在

的因果关系，本文试图从实证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以下假设： 

H2：消费者对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品牌认知对购买意愿起着显著正向作用。 

H2a：消费者对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感知对购买意愿起着显著正向作

用。 

H2b：消费者对老字号跨界产品的感知品牌形象感知对购买意愿起着显著正向

作用。 

3.2.3 ghij:klm%n2o 

根据前文所述，在品牌延伸领域，匹配度与购买意愿的直接关系已得到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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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Paul&Stephen（2001）认为新产品与原产品处于高相似度时，消费者能将对老

品牌的联想转移到延伸的产品上，其中也包括购买意愿[37]。之后从消费者感知的

角度出发，Desai等（2002）之后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发现利用原产品某要素进行

产品组合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认可度，从而让消费者市场接受这一产品

[38]。Jennifer Gregan（1997）以相似性强化理论来解释消费者知识转移的泛学习行

为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这表明，当品牌间市场一致性较高时，顾客的消费场景和消费行为

习惯较少发生改变，从而顾客对原品牌的认知将更容易转移。再结合《战略性品

牌管理》中的学习泛化理论[39]，在本文研究的跨界品牌领域，可认为跨界品牌与

原品牌越类似，消费者越容易作出类似反应。 

因此本文认为，消费者对老品牌跨界产品与老品牌原有产品的市场匹配一致

性将很可能会对其相应的购买倾向和决策产生影响。故本文提出： 

H3：老字号跨界品牌与原品牌的市场匹配度对购买意愿起着正向作用。 

3.2.4 pqrst" 

与以往学者研究各变量影响用户购买决策的直接效应模型不同，品牌认知成

为本文的中介变量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由于匹配度影响品牌认知、品牌认知影响购买意愿及匹配度影响购买

意愿的三个关系已有相关文献和理论从正面或侧面进行支撑，如 Aaker（1990）[27]

和 SooKyoung 等（2009）的研究中已经证明了消费者感知匹配度会影响品牌认知
[28]；杨伟文等（2010）[45]和林小敏（2017）等[26]也通过实证直接证明品牌认知将

影响当前及未来购买行为；Paul&Stephen（2001）证明了新旧产品或品牌相似度越

高，消费者能将对老品牌的购买意愿迁移到新产品上，即品牌匹配能影响购买意

愿[37]。 

其次，本文结合消费者行为学领域的 ABC态度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借助三层

面之一的标准学习层级进行分析，决定仿造“感知—认同—行为”这一通过验证的研

究模型[47]进行构建本文模型。首先消费者会在外界条件的影响下接受信息，甚至

会主动去搜集信息，在搜集到信息之后会先直接在心中产生感知，然后这些感知

会帮助他们对该产品进行评价，进行的评价会形成某种情感，最终这种情感可能

会促使他们的决策行为。基于此，本文构建“消费者感知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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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度——品牌认知——购买意愿”。 

最后，我们根据 H1，H2 的相关假设，认为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

品牌认知与购买意愿两两存在显著相关性，符合 Baron（1986）的中介判断逻辑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应假设用户品牌认知（含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起到中介作用。基

于以上提出假设： 

H4：在市场匹配度和购买意愿关系间，品牌认知具有中介作用。 

H4a：在市场匹配度和购买意愿关系间，品牌知名度具有中介作用。 

H4b：在市场匹配度和购买意愿关系间，品牌形象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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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卷调研及实证分析 

4.1 ¼½¢9 

4.1.1 uvwx 

经过分析，大学生更可能被跨界产品这样的联合创

新产品所吸引，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有着追求潮流，

喜欢冲击感强烈，而且容易接受创新事物的特点。其次，

大学生的消费能力也因家庭消费能力的增强而增强，有

自主选择购买产品的空间。另外，大学阶段关于品牌理

念和消费的认识可塑性强[49]，将会影响到进入社会之后

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因此大学生成为了众多企业的关注

的潜在消费群体。基于以上认识，大学生（包括本科生、

研究生及博士生）成为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老品牌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

为切入点，探究用户购买意愿，拟证明品牌认知在二者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但由于受测对象对于跨界产品这一

专业概念的认知有限，因此问卷设计时需将对象具体化。

因为受测对象为大学生，经过反复考虑和选择，选择了

目前流行且广泛知晓的“大白兔X气味图书馆”童年系列

香氛。笔者认为该产品能代表老字号跨界产品，具有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 

4.1.2 PQyzk{|}~ 

正式问卷的形成前期将进行小范围的预调研，目标

群体为西南财经大学

在校生，进行初步的统

计分析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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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度和信度的验证后，将问卷的题项进行删减和修改。生成正式问卷之后开始

进行大范围发放，发放方式为线下发放和线上发放（问卷星、微信、QQ等渠道）

结合的方式。 

4.2 eb¾b 

本研究所建构模型包含市场匹配度一个自变量，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两个

中介变量以及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一个结果变量。以上四个变量均以国内外研究者

成熟量表为基础，结合跨界产品本身特点，对研究模型进行设计。调查问卷将采

取 Likert5-pointscale进行测量，用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衡量测量题

项与调研对象感知的符合程度。之后在建立初始测量基础上，通过必要修正，形

成正式的测量量表和调查问卷。 

4.2.1 ghij:]�I 

本文对于老字号品牌跨界市场匹配度的测量，即目标市场匹配度的测量。基

于对以往关于匹配度的实证研究上，本文将参考张浩（2014）和赵秀苹（2016）

对于市场匹配度的测量题项，结合所选老字号品牌——大白兔的品牌特点，从目

标消费群体的共同性、同时性，消费场所一致性及消费行为习惯的兼容性来确定

题项。具体如下表 4-1所示。 

! 4-1 fghkxij>ky-lmnoIz6{| 

测定变量 编号 测量指标 文献来源 

市场 
匹配度 
（MF） 

MF1 我认为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有共同消费群体 张浩
错误!未找

到引用源。 
（2014） 
赵秀苹[20]

（2016） 

MF2 我可能会同时消费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 
MF3 我认为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在消费场所上不违背一致性 

MF4 我认为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一起消费不违背我的消费习惯 

4.2.2 [\de]�I 

大多数学者建议在研究消费者感知角度下的品牌认知时，将其划分为两个维

度。因此本文对品牌认知的测量将参考于春玲等（2007）及 Low 等（2000）的研

究，分别对其两个维度：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进行测量，具体如下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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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pij>kVkx��z6{| 

测定变量 编号 测量指标 文献来源 

品牌认知 
（PQ） 

BA 品牌知名度 
于春玲等

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2007） 

BA1 大白兔品牌很出名 
BA2 大白兔品牌家喻户晓 
BA3 大白兔品牌给人印象很深 
BI 品牌形象 

Low等错误!未找

到引用源。
（2000） 

BI1 大白兔品牌给人整体感觉很好 
BI2 大白兔品牌的质量非常好 
BI3 大白兔品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4.2.3 lm%n]�I 

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评估认定后才能产生购买意愿，购买意愿是顾客采纳特

定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想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熟悉的品牌才能让用户

产生品牌认知。在相似产品选择中，本文认为消费者更容易对那些已在其心中产

生认知的品牌或产品产生购买倾向。本文主要参考的是 Dodds（1991）和 Petrick 

Dubinsky（2002）的量表，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确定研究量表，具体如表 4-3

所示。 

! 4-3 }~�pij>kVkx��z6{| 

测定变量 编号 测量指标 文献来源 

购买 
意愿 
（PI） 

PI1 如果我有需求，我倾向于购买老字号品牌的跨界产品 Huang 
W&Petrick 

Dubinsky 错误!未

找到引用源。
（2002） 

Dodds等[40]

（1991） 

PI2 我愿意将老字号品牌的跨界产品推荐给亲友 
PI3 我会关注老字号品牌的跨界产品的相关信息 

PI4 我会考虑购买该品牌的跨界产品的可能性较大 

4.3 ¿¢9DbÀÁÂ 

为提高正式问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研究在正式调研前决定采用小范围预

调研，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初步分析，从而达到提高问卷质量的目的。在前

文的对象选择和研究设计基础上，本文选取大学生作为对象进行线上线下同步调

研。在此初步调研阶段，在线上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共发放了 63份调查问卷，最

终获得了 56份有效问卷。删除某些问卷的原因是有重复、缺失项且回答自相矛盾

等问题。删除这些无效问卷之后运用统计软件 SPSS22.0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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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R!�:VW 

为了检测各个变量设置题项所收集到的数据的稳定性，降低样本对实验结果

的偶然性影响，本部分将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核心——变量信度进行分析。

关于信度的分析将采用 SPSS22.0统计软件，使用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和 CITC

对市场匹配度、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及跨界产品购买意愿各个变量进行测量，

一般认为 Cronbach’s alpha值大于 0.7，CITC的值大于 0.5时，信度符合研究要求。 

预调研问卷信度检验结果如下表 4-4 显示：各研究维度 Cronbach’s alpha 在

0.725至 0.861间，均大于 0.7的最低标准，若删除其中任一题项，该值均会降低。

另外，修正的项目总相关 （CITC）的所有题项均大于 0.5，因此各维度的题项间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 4-4 �b$K���6!�IQR 

变量 维度 题项 修正的项目 
总相关 CITC 

若项目删除时，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市场 
匹配度 

市场匹配度 
（TM） 

TM1 0.625 0.856 

0.861 
TM2 0.750 0.806 
TM3 0.705 0.826 
TM4 0.765 0.800 

品牌认知 

品牌知名度 
（BA） 

BA1 0.607 0.664 
0.760 BA2 0.649 0.610 

BA3 0.524 0.756 

品牌形象 
（BI） 

BI1 0.550 0.634 
0.725 BI2 0.559 0.641 

BI3 0.559 0.639 

购买意愿 购买意愿 
（PI） 

PI1 0.679 0.811 

0.849 
PI2 0.719 0.794 
PI3 0.688 0.807 
PI4 0.662 0.819 

4.3.2 �R!r:VW 

本研究量表均基于已有研究、文献及著作，并结合研究对象老字号品牌跨界

产品的特点，内容效度得到了保证。但由于回收数量有限，对于问卷的结构效度

测量暂不精确，无法达到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条件，本研究将在正式回收后对收到

的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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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部分发现预调研数据的信度检验中的 Cronbach’s alpha 和总相关 

CITC值都达到了规定标准，但由于回收数量偏少，暂无法初步分析结构效度，因

此本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各变量测量量表信度，无需删除题项。在添加被调

查者个人信息及修饰性问候语后，形成的正式调查问卷的具体情况可参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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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统计分析和假设验证 

5.1 ÃÄ�hiÅatu 

在正式调研调研阶段在线上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共

发放了 141份调查问卷，最终获得了 133份有效问卷。

删除某些问卷的原因是有重复、缺失项且回答自相矛盾

等问题。结果如下表 5-1所示。 

� 5-1�>�TUVW 

特征变量 类别 样本数（个） 百分比（%） 

性别 
男 61 45.9% 
女 72 54.1% 

年龄 

18岁以下 2 1.5% 
18-23岁 112 84.2% 
23-26岁 13 9.8% 

26岁以上 6 4.5% 

学历 

初中及以下 3 2.3% 
高中或职高 10 7.5% 
本科或大专 107 80.4% 
硕士及以上 13 9.8% 

月均可支

配消费金

额 

1500及其以下 37 27.8% 
1501-2500 63 47.4% 
2501-3500 24 18.0% 

3501及其以上 9 6.8% 

5.1.1 �������V� 

如表 5-1所示：被调查者性别的比例倾向于 1:1，其

中男性为 45.9%，女性为 54.1%。从被调查者的年龄分

布来看，年龄在 18岁至 26岁之间的年轻群体约为 94%，

而 18 岁以下及 26 岁以上的调查者占 6%左右。因为本

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故调查结果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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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 

从被调查者的学历情况来看，学历在本科及大专最多，共 107 人，占总人数

的 80.4%;研究生及以上的有 13人，占 9.8%；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被调查者共 13

人，其中学历为高中或职高的占 7.5%，初中及以下的占 2.3%。 

5.1.3 ����j������ 

从被调查者的月均可支配收入来看，1501~2500元的人数最多，为 63人，占

样本总量的 47.4%；其次是 1500元及其以下，共计 37人，占 27.8%。而 2501~3500

元和 3501 元及其以上的人数较少，分别为 24 人和 9 人，各占样本总量的 18%和

6.8%。 

5.2 ÆÇOPÈÉ��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和控制方法是用于检测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出现的系

统误差，这种误差是由于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及对象特征造成的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问卷调查法常常会出现误差，故需要对调研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以

保证后续试验结果的可靠程度。因此，在问卷设计上，本研究保证调查问卷的用

词尽可能清晰，给出的案例背景尽可能中立客观，同时打乱了各变量顺序，以避

免被调查者的逻辑猜测。另外在数据来源上，通过对 IP地址的检查，保证填写 IP

地址不是来源同一个被调查者，避免重复填写的问题。为了从理论上证明，本部

分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进行测量。 

5.2.1 KMO(Kaiser-Meyer-Olkin)� Bartlett��CD 

对问卷进行 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是为了证明满

足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一般认为，当KMO高于0.6，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0.05）

的时候，符合因子分析的标准。如下表 5-2 显示的结果，KMO 检验值为 0.913，

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都说明数据可以且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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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KMO � Bartlett VQR 

5.2.2 ����� VW 

针对因子提取结果表明误差并不严重，如方差解释率表格 5-3显示，提取出的

4个因子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77.316%，各自的解释率是 24.964%，20.430%，

17.535%，14.387%，因此所得的 4 个因子中无单一可解释绝大部分变量的因子，

说明误差并不严重。 

! 5-3 �����!� 

编

号 
特征根� 旋转前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方差解释率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率% 累积% 
1 8.375 59.819 59.819 8.375 59.819 59.819 3.495 24.964 24.964 
2 1.042 7.44 67.258 1.042 7.44 67.258 2.860 20.430 45.394 
3 0.788 5.628 72.886 0.788 5.628 72.886 2.455 17.535 62.929 
4 0.62 4.429 77.316 0.620 4.429 77.316 2.014 14.387 77.316 
5 0.547 3.907 81.223 - - - - - - 
6 0.502 3.588 84.811 - - - - - - 
7 0.41 2.925 87.736 - - - - - - 
8 0.396 2.825 90.561 - - - - - - 
9 0.309 2.208 92.770 - - - - - - 
10 0.275 1.961 94.731 - - - - - - 
11 0.25 1.783 96.513 - - - - - - 
12 0.198 1.416 97.929 - - - - - - 
13 0.185 1.32 99.249 - - - - - - 
14 0.105 0.751 100.00 - - - - - - 

5.3 ÊµQpµtu 

5.3.1 �:VW 

采取数据信度分析的方法，可以测试到设计变量及问卷是否稳定，从而降低

样本对实验结果的偶然性影响，本部分将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核心——变量

信度进行分析。关于信度的分析将采用 SPSS 22.0统计软件，使用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对市场匹配度、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及跨界产品购买意愿各个变量进行测

量，一般认为其数值大于 0.7时，信度符合研究要求。 

KMO值� 0.913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913.787 

df 91 
p 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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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 5-4）显示各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分布区间为 0.752 ~ 0.875，均大

于 0.7，说明样本具有了内部一致性。此外，如表中所示，若项目中删除任一个题

项，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值均会降低，说明变量维度区分有较强可信度，不应

删除其中任意题项。此外，修正项目总相关的值都大于 0.5，说明因子间的相关系

数较高。 

! 5-4 ��6!�IQR 

变量 维度 题项 修正的项目 
总相关 CITC 

若项目删除时，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市场 
匹配度 

市场匹配度 
（TM） 

TM1 0.652 0.871 

0.875 TM2 0.760 0.829 
TM3 0.723 0.847 
TM4 0.812 0.807 

品牌认知 

品牌知名度 
（BA） 

BA1 0.634 0.695 
0.783 BA2 0.685 0.636 

BA3 0.553 0.785 

品牌形象 
（BI） 

BI1 0.563 0.689 
0.752 BI2 0.602 0.658 

BI3 0.599 0.656 

购买意愿 购买意愿 
（PI） 

PI1 0.687 0.842 

0.867 PI2 0.757 0.813 
PI3 0.698 0.837 
PI4 0.728 0.825 

5.3.2 r:VW 

只有测量量表建构效度达到标准才能够帮助研究者得到想要验证的结果。因

而必须在其他分析前首先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进行内容和结构效度分析。其中，

因子分析方法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选择 KMO

（Kaiser-Meyer-Olkin）和 Bartlett球性检验判断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要求。再

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判断因子结构，最后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汇聚及区别效

度。 

（1）KMO（Kaiser-Meyer-Olkin）和 Bartlett球形检验 

检验结果说明量表数据可以且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表 5-5 所示，各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7，分别为 0.812、0.887 和 0.791。且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显著性

检验，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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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6! KMO�Kaiser-Meyer-Olkin�� Bartlett��QR�� 

市场 
匹配度 

KMO值 0.812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785.487 

df 6 
p 值 0 

品牌认知 

KMO值 0.86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55.628 

df 15 
p 值 0 

购买意愿 

KMO值 0.79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769.151 

df 6 
p 值 0 

（2）探索性因子分析 

上文发现因子分析是可进行且适合进行后，立即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具体

原理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自变量的公因子，并采取“特征根大于 1”的方法保留

公因子数，根据因子载荷和方差解释率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 5-6 �56�lmnoI�VOI,���  

因子 名称 因子载荷�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市场 
匹配度 

市场匹配度 1 0.793 

73.17% 
市场匹配度 2 0.870 
市场匹配度 3 0.847 
市场匹配度 4 0.794 

如上表 5-6所示，自变量市场匹配含有 4个题项，最终获取了 1个公因子。其

中每个因子载荷系数取值范围为 0.793~0.870，均大于 0.5，所有因子的累计方差解

释率为 71.17%，收敛（会聚）效度情况良好。 

! 5-7 WX56�kx���VOI,���   

因子 维度 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因子 1 因子 2 

 
品牌 
认知 

品牌 
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 1 0.776 
 44.25% 品牌知名度 2 0.807 

品牌知名度 3 0.874 

品牌 
形象 

品牌形象 1 
 

0.717 
73.54% 品牌形象 2 0.652 

品牌形象 3 0.879 
如上表 5-7的结果显示中介变量品牌认知共含有 6个题项，最终获取了 2个公

因子。每个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 0.5，所有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73.54%，可见

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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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56�qrst�VOI,���  

因子 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购买意愿 

购买意愿 1 0.823 

71.47% 
购买意愿 2 0.872 
购买意愿 3 0.833 
购买意愿 4 0.854 

如上表 5-8所示，结果变量购买意愿含有 4个题项，最终取得了 1个公因子。

每个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 0.5，所有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71.47%，可见具有较

好的收敛效度。 

（3）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本文量表选择基于国内外学者认可理论和成熟量表，在内容上具有一定

的效度。但是除此之外还应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探测各个题项的检验结果是否

能达到研究目的。本文利用 AMOS22.0 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一般会利用各项指

标来判断，并设立了不同的标准。 

! 5-90R#;��,��� 

拟合度指标 指标值 建议值 
自由度（DF） 71  

卡方统计（CMIN） 135.113  
卡方统计量与自由度之比（CMIN/DF） 1.903 小于 5，小于 2更佳 

p值 0  
规范拟合指数（NFI） 0.863 

大于 0.85，大于 0.9更佳 
比较拟合指数（CFI） 0.928 
拟合优度指标（GFI） 0.884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 0.875 
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 0.068 小于 0.1 

   
如上表 5-9所示，本研究模型卡方检验统计（CMIN）是 135.113，自由度统计

量（DF）为 71，CMIN与 DF之比为 1.903，小于 2；本文近似均方根误差 

（RMSEA）为 0.068，小于 0.1，也小国内外认可的 0.08 的标准；另外 NFI、

CFI、GFI、 AGFI分别为 0.863、0.928、0.884、0.875，大于国内学者认为的 0.85

的标准，属于可接受范围内。综上，本文理论模型设计合理，与实际调查的拟合

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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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Ë<hi¯°�tu 

! 5-100�56[���-.��56� ¡;,�  

 平均值 标准差 市场匹配度 品牌知名度 品牌形象 购买意愿 
市场匹配度 3.174 0.949 1    
品牌知名度 4.154 0.723 0.699** 1   
品牌形象 4.015 0.723 0.775** 0.814** 1  
购买意愿 3.615 0.897 0.773** 0.801** 0.821** 1 

* p〈0.05 ** p〈0.01，n=133 

本部分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系数作

为衡量变量间相关程度的标准，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均小于 0.01。

其中，市场匹配度与品牌知名度的相关性系数为 0.699〉0,与品牌形象系数为 0.775〉

0,p〈0.01），与购买意愿系数为 0.773〉0，说明相互关系间呈显著正相关，品牌知

名度与购买意愿的相关性系数为 0.801〉0，品牌形象与之系数为 0.821〉0,说明品

牌知名度和形象对购买意愿有显著正向关系。 

5.5 Ë<hiXmtu 

5.5.1 lm%n¡¢��]£¤¥¦§¨VW 

本研究在以上的 pearson相关系数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初步看出市场匹配度、

品牌认知（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及消费者购买意愿显著相关，为了进一步进

行确认，本部分将对这些因素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逐步进行，以验证对用户购买

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且影响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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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pqrstuvV¢£¤¥KL,���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调整 R 2� F� 容差 VIF� 

模型 进入顺序 β 标准误差 β 

1 
（常数） -0.516 0.336 - -1.536 .128 0.638 156.030** - - 
品牌知名度 0.994 0.08 0.801 12.491 .000** - - 1 1 

2 
（常数） -0.908 0.305 - -2.975 .004** 0.719 113.847** - - 
品牌知名度 0.490 0.121 0.395 4.058 .000** - - .336 2.97 
品牌形象 0.620 0.121 0.499 5.128 .000** - - .336 2.97 

3 

（常数） -0.598 0.303 - -1.973 .052 0.758 88.56** - - 
市场匹配度 0.271 0.081 0.287 3.338 .001** - - .386 2.588 
品牌知名度 0.418 0.116 0.337 3.599 .001** - - .325 3.075 
品牌形象 0.402 0.132 0.324 3.059 .003** - - .254 3.934 

模型 3的 D-W值：1.672 
因变量：购买意愿 
*p〈0.05 **p〈0.01 
由上表 5-11，逐步回归分析将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市场匹配度作为自变

量，将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结果显示各模型 VIF 值在 1~3.9 之间，远低于

10，容忍度都在 0.1 以上，故并不存在多元共线性情况。而且在模型 3 中检测的

D-W值为 1.672，处于 1.5~2.5间，说明样本有较好的独立性。此外模型 3中的 R

方值为 0.758，意味着这三个变量可解释购买意愿的 75.8%的变化原因。  

此外，模型 3通过 F检验值为 88.56，p=0.000〈0.01，说明在 0,01的置信水平

上，模型整体有效；其中常数项可以省去，因为其显著性为 0.052〉0.05，表示与

0无显著差异。因此该模型回归方程为： 

购买意愿= 0.337×品牌知名度 + 0.324×品牌形象 + 0.287×市场匹配度 

从以上结果可知，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和市场匹配度对老字号品牌跨界产

品的购买意愿有显著、正向、直接的作用。故 H2a、H2b和 H3的假设成立。 

5.5.2 [\dekghij:]§¨VW 

（1）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匹配度的回归分析 

! 5-12 KL,���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调整 R 2� F� 容差 VIF� 
进入回归模型 β 标准误差 β       
（常数） 2.464 0.193  12.74 .020 0.482 82.966**    
市场匹配度 0.532 0.058 0.699 9.109 .00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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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型市场匹配度作为自变量，将品牌知名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此外模型中的 R方值为 0.482，意味着市场匹配度可解释品牌知名度的 48.2%的变

化原因。而且模型通过 F检验，值为 82.966，p=0.000〈0.05，说明模型整体有效。

市场匹配度的回归系数值为 0.532〉0，即市场匹配度会对品牌知名度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关系。 

（2）品牌形象与市场匹配度的回归分析 

! 5-13 KL,���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调整 R 2� F� 容差 VIF� 
进入回归模型 β 标准误差 β       
（常数） 2.143 0.171 - 12.531 .000** 0.600 130.423** -  
市场匹配度 0.59 0.052 0.775 11.42 .000**   1 1 
本文模型中市场匹配度作为自变量，将品牌形象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此外模型中的 R方值为 0.600，意味着市场匹配度可解释品牌形象的 60.0%的变化

原因。而且模型通过 F 检验（F=130.423），p〈0.05，说明整体有效。市场匹配度

的回归系数值 为 0.775〉0，即市场匹配度会对品牌形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5.6 ª«¶·@}~pqÌ: 

在前文理论研究和回归性分析中，已初步验证了品牌认知度购买意愿的显著

影响作用。要验证本研究模型中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的中介效应，需要用

bootstrap抽样检验分别验证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的中介作用，具体结果如下。 

! 5.140OP,�¦§��  

效应 项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市场匹配度⇒购买意愿 0.271 0.081 3.338 0.001 0.112 0.430 

间接效应过程 

市场匹配度⇒品牌知名度 0.532 0.058 9.109 0.000 0.418 0.647 
市场匹配度⇒品牌形象 0.590 0.052 11.420 0.000 0.489 0.691 
品牌知名度⇒购买意愿 0.418 0.116 3.599 0.001 0.191 0.646 
品牌形象⇒购买意愿 0.402 0.132 3.059 0.003 0.145 0.66 

总效应 市场匹配度⇒购买意愿 0.731 0.064 11.370 0.000 0.605 0.857 
备注：LLCI指估计值 95%区间下限，ULCI指估计值 95%区间上限 

如上表 5-14 所示，通过对各路径效应的对比，发现未含中介变量的系数为

0.271，含中介变量的系数为 0.731，有一定提升。这表明在市场匹配度对购买意愿

的影响中，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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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WXOP Bootstrap,�  

项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z p 
TM⇒BA⇒PI 0.223 0.062 0.105 0.346 3.614 0 
TM⇒BI⇒PI 0.237 0.081 0.081 0.406 2.946 0.003 

备注：Boot LLCI指 Bootstrap抽样 95%区间下限，Boot ULCI指 Bootstrap抽样 95%区间上限 

本文使用 bootstrap 抽样检验的方式对品牌认知中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进

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上表 5.15所示：在市场匹配度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中，

对品牌知名度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 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 0（ 95% 

CI:0.105-0.346），说明市场匹配度首先会对品牌知名度产生影响，然后通过品牌知

名度再去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因而市场匹配度对于购买意愿有影响时，品牌

知名度具有中介作用；再对品牌形象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发现 95%区间并不包

括数字 0（95% CI:0.081- 0.406），则说明在市场匹配度对于购买意愿产生影响时，

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即市场匹配度首先会对品牌形象产生影响，然后

再去促进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因此品牌认知（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在市场匹

配度与购买意愿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存在，验证了假设 H4a，H4b。 

5.7 ]^��ÍB 

5.7.1 §¨VWCD©ª 

! 5-160,���A��¨©ª[ 

序号 假设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p值 假设 检验结果 
1 市场匹配度⇒购买意愿 0.296 0.003 H3 支持 
2 市场匹配度⇒品牌知名度 0.699 0 H1a 支持 
3 市场匹配度⇒品牌形象 0.775 0 H1b 支持 
4 品牌知名度⇒购买意愿 0.348 0 H2a 支持 
5 品牌形象⇒购买意愿 0.334 0 H2b 支持 

备注：⇒ 表示路径影响关系 

如上表 5-16所示，本研究共计 5个子假设全部得到支持： 

H1a：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与感知品牌知名度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即

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越高，消费者感知品牌知名度就越高。  

H1b：老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与感知品牌形象具有显著正向关系，即老

字号跨界产品的市场匹配度越高，消费者感知品牌形象就越积极。  

H2a：消费者对老字号跨界产品的感知品牌知名度与跨界产品的购买意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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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向关系，即消费者对品牌知名度感知越强，消费者购买意愿越高。  

H2b：消费者对老字号跨界产品的感知品牌形象与跨界产品的购买意愿具有显

著正向关系，即消费者对品牌形象感知越积极，消费者购买意愿越高。 

H3：老字号跨界品牌与原品牌的市场匹配度对购买意愿起着正向作用。 

5.7.2 pq«¬CD 

! 5-17 ,���A��¨©ª[ 

项 p值 假设 检验结果 
市场匹配度⇒品牌知名度⇒购买意愿 0 H4a 支持 
市场匹配度⇒品牌形象⇒购买意愿 0.003 H4b 支持 
根据前文检验和上表 5-17 所示，在老字号跨界产品购买意愿的检验中，品牌

形象、品牌知名度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则假设 H4a，H4b得到支持。综上所述，

本研究假设有 2个子假设得到了支持： 

H4a：在市场匹配度和购买意愿关系间，品牌知名度具有中介作用。 

H4b：在市场匹配度和购买意愿关系间，品牌形象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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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局限 

6.1 9:B- 

本文主要针对跨界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章节将首先具体阐述

实证分析结果，结合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对结论进行合

理分析。此外，将结合跨界产品本身特点及对用户感知

价值的主要影响因子，为跨界产品设计、营销及运营方

面提出参考意见。最后，本章将对整个调研分析过程的

局限及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展望。 

在整理国内外文献基础上，本文以老字号品牌的跨

界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老字号跨界市场匹配度与

品牌认知对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共五个假设，通过

调查验证，最后得出所有假设都成立的结论。 

6.1.1 ghij:u[\de]®¯:°±²³¡¢ 

其中，市场匹配度对品牌知名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 0.699，p 值为 0〈0.01；市场匹配度对品牌形象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为 0.775，p 值为 0〈0.01。说明若消费者

作为原老产品的忠实客户时，如果顾客感受到跨界品牌

与认可的老品牌市场匹配度较高，他们有可能会把之前

对于老品牌的感受和认知联想到对跨界品牌的感受和认

知之上，从而会对跨界品牌的评价程度会更高，更容易

接受这样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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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de]®¯:ulm%n°±²³¡¢ 

其中品牌认知中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48和0.334，

均为正数，且 p〈0.01显著。结合消费者的行为认知理论，说明若消费者对跨界产

品的认知越积极，顾客对跨界产品的购买意愿会更高，老品牌的跨界战略才能真

正达到自己目的，实现最终价值。 

6.1.3 ghij:ulm%n°±²³¡¢ 

市场匹配度对购买意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296，p值为 0.003〈0.01。结合

消费者学习理论，说明原老产品的忠实消费者，会在市场匹配度较高的情况下，

将对原老品牌的购买意愿转移到对跨界产品购买意愿，说明若消费者感知跨界产

品很好的延续原品牌的某些特点时，会对跨界产品的认知更高，购买意愿也会更

加的强烈。 

6.1.4 [\de°±²³pqrs 

品牌匹配度对购买意愿的研究早已存在，但从市场匹配度的角度，并引入品

牌认知作为中介效应的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本文结合模型，选择了在品牌效应方

面较为突出的老字号品牌作为研究对象，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出发，探究品牌认

知的两个维度的中介效应。在研究并探讨以往文献构建理论模型之后，本文验证

了三者两两之间的研究假设，并采用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检验品牌认知两个维度

的中介作用。结论如下： 

´1µ¶[\ghij:�lm%n2op·[\e¸:¹¶pqrs·且效

应是显著加强。说明消费者在购买跨界产品时将会把跨界产品与原老字号品牌的

市场匹配程度进行感知和判断，从而对跨界产品的知名度进行感知，判断是否购

买产品。 

´2µ¶[\ghij:�lm%n2op·[\�v¹¶pqrs·且效应

是显著加强。说明消费者在购买跨界产品时将会把跨界产品与原老字号品牌的市

场匹配程度进行感知和判断，从而对跨界产品的品牌形象进行感知，判断是否购

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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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ÎÏÐ 

最近几年，老字号品牌遭遇了强烈的市场竞争，面临市场份额缩小，消费者

需求不足的尴尬境地，因此企业亟待转型。品牌创新有许多方式，但跨界产品由

于其极强的话题性和较低的风险成本成为了众多老品牌的首选创新方式。但遗憾

的是，大部分跨界产品在引爆话题后，并没有带来更好的销量，也没有扩大品牌

的正面效应。 

在消费者主导市场中，如何在原有品牌效应上，设计出有针对性，且让消费

者感知“怀旧”与“创新”一体的产品成为各老字号品牌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因此本

研究从老字号品牌效应与消费者体验的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

出以下建议： 

6.2.1 º»`^-[k¼[\]ghij½: 

跨界是两种品牌的强强联合，比起单独研发产品来说不仅具有成本优势，且

各自的客户基础和品牌资产还为跨界品牌引流。其次，跨界本身是一种有话题性

和热度的营销模式，具有很强传播性，进而减少了营销成本。但是若这样的品牌

认知不是积极的而是负面的，则是得不偿失。因此企业应注意在选择跨界合作品

牌和跨界产品设计生产时与原品牌形象的匹配程度。因为对于老字号品牌来说，

最有价值的就是其良好的口碑和可持续的品牌效应。 

6.2.2 º»[\e¸:�[\�v]¾¿� 

本研究证明了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可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因此，

打铁还需自身硬，不限于老字号品牌，所有品牌都应该重视自身产品在消费者心

目中的知名度和形象，这样之后所做的品牌效应的延伸才是有效的。 

6.2.3 ÀÁÂÃÄÅÁ��Æk[\]ÇÈ¿ 

本次研究证明了消费者体验和认知角度对于其购买意愿的重要性。在市场营

销中，最终能实现企业盈利的是消费者的主观购买决策，企业应该重视。此外，

不仅应该重视产品的质量，还应该扩大传播范围，涉及更多的消费市场，获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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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忠实客户。 

6.2.4 �ÉÊËÌÍgh]“ÎÏ”k“ÐÑ”ÒÓ]-[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和主力军的更新换代，企业应学会识别能引发消

费者怀旧倾向和新鲜感体验的产品特点。老字号品牌推出跨界产品需要将品位、

质量与潮流、创意有机融合，在不违背消费者原有消费习惯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就可以传承老字号文化使命，继续发挥品牌效应的优势。 

6.3 9:ÑÒ 

本文主要对消费者对老字号跨界品牌购买意愿受到市场匹配和品牌认识的影

响效应和程度进行研究，但是由于研究时长、研究能力的限制和其他种种误差，

存在着各个方面的局限性： 

6.3.1 !"ÔÕ]Ö×� 

选取的调查对象集中为在校大学生，未包含所有老品牌的所有目标消费群体。

考虑到这一点，在调查时选择了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的合作香氛作为对象，以符

合调查者的实际情况，但仍未完全消除误差。同时，本研究仅通过网络问卷、访

谈等进行调查，调查对象的消费习惯、喜好等不够全面，因此本研究样本可能缺

乏一定的准确性。 

6.3.2 I�ØU]Ö×� 

本文测量量表形成是通过选取较成熟的国内外研究量表，再结合调查对象的

特点进行总结、调整和改良设计出来的，但由于国内外文化差异、翻译误差等，

其适用性有待考量。 

6.3.3 !"¯:]Ö×�  

在老字号跨界产品特点的选取中，本文仅选择了市场匹配度作为研究对象，

但不排除其他的匹配度或其他因素会对品牌认知和购买意愿产生影响。但受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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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能力和时间精力，暂未顾及。 

6.3.4 Ù¬@.]Ö×� 

本文选取的对象为老字号品牌和老字号品牌的跨界产品，且调查时使用的是

较多使用这一策略的大白兔品牌（属于食品行业），暂未涉及其余行业的跨界品牌

研究，具有行业局限性。 

6.4 9:ÓÔ 

基于以有研究的基础，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研究方向： 

6.4.1 ÚÛ!"Ü: 

由于研究的是用户对老字号跨界产品的感知匹配度，之后的研究可从老字号

品牌设计产品、跨界策略、传播渠道方式等角度进行分析。 

6.4.2 ÝÞßÙ%& 

在样本上，建议后续研究选取数量更多、涉及层次多、范围更广的样本来减

少样本选取误差；在研究对象上，可以选择不同行业的产品作为调查背景，得出

更加普适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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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老字号品牌跨界产品购买意愿的相关因素影响效应探究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主要是想获得您在购物过程

中对于大白兔 X 气味图书馆联名童年系列香氛的感受和评价。本次问卷采用匿名

方式填写，将对您的个人隐私安全进行保障。回答请按照您最真实的意愿进行回

答，谢谢您的支持！ 

一、基础信息 

1.您的性别： 

男 B.女 

2.您的年龄： 

A.18岁以下 B.18-23岁 C.23-26岁 D.26岁以上 

3.您的最高学历： 

A.初中及以下 B.高中/职高及以下 C.本科/大专 D.硕士及以上 

4.您的每月可支配消费金额（元）： 

A.1500以下 B.1501-2500  C.2500以上 

二、市场匹配度、品牌认知对大白兔香氛的购买意愿影响 

请根据您的个人真实意愿，回答对各项问题的同意程度： 

数字 1-5代表：完全不同意；大部分不同意；一般；大部分同意；完全同意 

（一）品牌认知 

出了这款香水，我认为大白兔品牌很出名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6.出了这款香水，我认为大白兔品牌家喻户晓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86 

7.出了这款香水，我认为大白兔品牌给人印象很深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8.出了这款香水，大白兔品牌给人整体感觉很好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9.出了这款香水，大白兔品牌的质量非常好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10.出了这款香水，大白兔品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二）市场匹配度 

11.我认为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有共同消费群体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12.我可能会同时消费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13.我认为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在消费场所上不违背一致性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14.我认为大白兔与气味图书馆一起消费不违背我的消费习惯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三）购买意愿 

15.我有兴趣购买该品牌的跨界产品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16.我很可能会购买该品牌的跨界产品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17.我计划购买该品牌的跨界产品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18.我会考虑购买该品牌的跨界产品 

A.完全不同意 B.大部分不同意 C.一般 D.大部分同意 E.完全同意 

问卷到此结束，谢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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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型毕业论文撰写指南 

!"�¡9:;<=>?-.@A<BC 

案例研究，是以一个或多个场景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收集数据和资料，用以

探讨某一现象在现实环境下的情况，继而由个案归纳并验证关心问题背后一般性

规律的方法。 

案例研究型本科生毕业论文通常有以下几点要求：由于个案的特殊性，案例

研究通常需要依赖不同角度或者多重证据来源验证研究结论；通常有事先发展的

理论命题或问题界定，以指引资料搜集的方向与资料分析的焦点；在保留事件发

展完整性的同时，不涉及过多无关细节，不介入事件的操控，着重分析案例事件

涉及的核心要素，发现有意义的特征。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够对案

例进行厚实的描述和系统的理解，对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所处的情境脉络加以

掌握，可以获得一个较全面与整体的观点。 

案例研究型论文（正文）的一般结构如下： 

1. 引言 

概括性介绍研究问题的选题背景、选题的主要内容及预期发现、选题的理论

及现实意义、论文内容的整体框架图。其中，选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通常需要

分别从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两方面阐述，基于案例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后果，提出

分析案例事件发生成因及后果的实践背景与价值，同时在梳理现有理论文献的基

础上，阐述该案例研究的学术价值，显示进行该案例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贡献。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按照研究内容有层次地梳理现有文献，每层次中的文献应按照国内外研究成

果的推进情况归纳文献的主要观点，并简要小结评述现有文献的不足。在此基础

上，逐条阐述开展该案例研究可以弥补的不足，从而自然体现学术贡献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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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分析的对象及背景 

主要介绍案例分析对象的基本情况，案例对象发生行为的背景、行为过程及

后果。案例对象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对象的行为要充分体现研究

问题、紧扣研究主题。 

4. 案例分析 

基于案例的介绍，以研究问题为主线，结合专业理论分析案例对象的主要行

为，行为的动机、过程及后果。分析案例研究对象行为的成因及后果时，要结合

理论基础，对案例研究对象的行为给予理论上的预期及推演，并从案例事件的不

同角度资料验证可能的理论猜想及推论。 

5. 进一步分析 

结合案例研究对象的行为的更深层次成因及后果开展进一步分析，分析归纳

案例对象产生研究问题行为的根源，思考进一步完善案例对象行为的措施及途径。

一般而言，可以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抑或国家、市场、微观个体等角度，进一

步分析案例对象主要行为在何种条件下会更明显（或减缓），继而基于分析总结

可能激励（或抑制）案例对象行为发生的对策及措施。 

6. 结论与启示（或结语） 

结论部分应包括三部分内容：（1）概括性总结论文研究问题的背景、主要分

析问题、案例对象及研究方法；（2）简述基于案例分析问题的主要结论、问题根

源及改进措施；（3）基于分析结论，归纳具有普适意义的政策建议及启示，为后

续案例对象的行为提供经验参考。 

7. 参考文献、附录、致谢或者后记等。 

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参考文献的

格式范式，将前文引用的文献在此处一一列明，需要做到与前文引用一一对应且

参考文献条目之间的格式一致。 

'"�¡9:;<=>?-./012D45E+ 

毕业论文撰写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

执行。具体情况由指导教师根据专业特点和论文体裁具体掌握。总体上，案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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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要求可参考如下标准： 

研究问题清晰、明确且符合思政要求；案例对象资料完备，分析充分，论据

确凿；论证过程严谨、逻辑性强，结合案例材料能对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工作

量饱满；论文注释、引用和写作体例符合通行规范；文献综述完整，参考文献具

有适合性、准确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表达准确。 

案例研究型本科生毕业论文评价标准参照学校统一的评价指标及评议要素

（见表）。具体地评价细则见下表。 

! «¬$%&de'()*+,-. 

评议要素 优秀 良好 一般 不及格 

选题意义 

选题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能紧

密结合时代背景下

专业相关的重要理

论前沿和社会经济

实践问题。 

选题具有较为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能涉及时代背景下

专业相关的重要理

论前沿和社会经济

实践问题。 

论文选题合理，有一

定的研究意义，对学

科的理论问题和实

践问题进行了一定

的探讨。 

选题存在一定问题，

研究目的不清，不具

备实践价值或学术

意义。 

写作安排 

全面、综合分析国内

外相关文献，追踪本

领域最新研究现状，

文献质量很高；时间

进度安排合理；研究

工作量饱满，有一定

的研究难度。 

较为全面地分析国

内外相关文献，追踪

本领域研究基本现

状，文献质量较高；

时间进度安排合理；

研究工作量较为饱

满，有一定的研究难

度。 

基本了解国内外相

关文献和本领域研

究基本现状，文献质

量一般；时间进度安

排较为合理；研究工

作量一般。 

不能全面、综合分析

国内外文献，未追踪

本领域研究现状，文

献质量较低，时间进

度安排不合理；研究

工作量不足。 

逻辑建构 
案例分析框架清晰，

分析内容非常丰富，

逻辑非常严密。 

案例分析框架较清

晰，分析内容较丰

富，逻辑较严密。 

案例分析框架模糊，

分析内容不够详实，

逻辑较难明白。 

案例分析框架、分析

内容部分缺失。 

专业能力 

案例事件介绍清晰、

全面；案例行为能灵

活使用专业理论知

识提炼、概括；能够

灵活运动专业理论

知识分析案例对象

行为的形式、成因及

后果，论证材料完

备，能够有说服力地

总结通过案例分析

得出专业相关的一

般性规律。 
 

案例事件介绍较为

清晰、完整；案例行

为能较为熟练使用

专业理论知识提炼、

概括；能够较为熟练

使用专业理论知识

分析案例对象行为

的形式、成因及后

果，论证材料较为完

备，能够一定程度归

纳通过案例分析得

出专业相关的一般

性规律。 
 

案例事件介绍较为

完整；案例行为一定

程度能够使用专业

理论知识提炼、概

括；能够一定程度上

使用专业理论知识

分析案例对象行为

的形式、成因及后

果，论证材料包括主

要要素，能够一定程

度得出一般性规律

或观点。 
 

案例事件介绍缺乏

关键材料；使用专业

理论知识提炼、概括

案例行为的能力不

足；论证存在明显缺

陷，无法得出有价值

的观点。 

学术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

式、图表、公式符号、

缩略词等方面严格

符合通行学术规范；

引用非常符合通行

学术规范和知识产

权相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格

式、图表、公式符号、

缩略词等方面较好

地符合通行学术规

范；引用较好地符合

通行学术规范和知

识产权相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格

式、图表、公式符号、

缩略词等方面基本

符合通行学术规范；

引用基本符合通行

学术规范和知识产

权相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格

式、图表、公式符号、

缩略词等方面不符

合通行学术规范；引

用不符合通行学术

规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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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的信息影响着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利用数据作为企业的资产进行使用在大数据

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互联网行业

中开始了将数据资产化的趋势，并衍生出“流量支持”、

表外数据资产、BCA交易。如何保障种种数据资产交易

与估值的合规性与适宜性，自然成为了审计工作当中的

重要环节。本文结合现有对数据资产财务管理的研究与

实践中的案例，从审计对象、审计主体、宏观环境、数

据资产的特殊性，共四个维度对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企

业数据资产交易中的审计风险及成因进行分析，并利用

收益现值法等具体方法对A企业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交易

的真实性、完整性、存在与发生、计价与分摊各类实质

性测试，内部控制审计程序以及披露提出具有针对性的

改进方案。 

 

关键词：数据资产；流量支持；审计风险；收益现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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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source, data, exer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nd it is 

common practice to collect data and identify data as its 

assets for an enterpris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aking 

account of the economic climate, Internet industry has 

begun to capitalize data, and spawned "traffic support", 

off-balance-sheet data assets and BCA transactions.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audit work audio to identify transactions 

and valuations related with data asset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ompliance and appropriateness. Grounded on with 

existing research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data assets, 

this paper explore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the audit risk 

concerning data assets transaction in E-commer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udit object, audit subject, macro 

environment and particularity of data assets, and integrates 

the method of Present Value with other approaches to 

propose specific solutions for Substantive Tests about 

authenticity, completeness, existence/occurrence and 

valuation/allocation and Internal Control Audit Procedures 

as well as Disclosure. 

 

Keywords: Data Assets; Traffic Support; Audit Risk; 

Income Present Valu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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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  论 

1.1. ()IJ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兴起，中国的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呈现指数型的增长，

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交易模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涌现出诸如的特殊交易

模式，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对于其自身资产认定的理解也在不断革新。 

截止至 2020年，中国第一家电子商务平台 8848，已经成立 20余载。在这 20

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各互联网企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与更多潜在的数据，进

而如何运用这沉积了 20年的海量数据，使之成为自身资产的一部分，便成了各大

互联网公司的在数据资本化之路上的重中之重。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将数据作为生产

要素，让数据参与到生产、分配和流通的环节。1近年来，随着市场参与者对于数

据的需求的增加，数据交易的市场逐渐形成，数据交易的成本得到降低，种种迹

象表明数据的资产价值正在被不断发掘。正如“大数据之父”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所说：“只要信息的应用范围足够广泛，价值足够高，有足够多

的市场参与者想要得到信息，只要交易的成本足够低，将来我们就会看到以数据

而不是金钱来支付的交易。”2 

在实践中，互联网企业利用其掌握的数据资产进行交易的先例在早已有之，

2011年，Facebook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其账面资产仅有 66 亿美

元，但估值竟高达 1000 亿美元，其差异便是由其享有大量活跃用户的数据而产生，

该数据的价值存在于其资产负债表外，但却对该企业的估值有着巨大的影响。2016

年，微软（Microsoft）对领英（LinkedIn）的数据资产进行估值后以溢价 50%的对 

 
1 求是网.《健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机制》. 
http://www.qstheory.cn/llwx/2019-11/27/c_1125278764.htm. 2019. 
2 Viktor, M. S., & Thomas R. 2018. Reinventing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M]. 李晓霞, 周涛, 译。北京：中信出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1):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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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价格宣布对其收购，这又是一次数据资产的成功实践，

随后 Facebook收购 Instagram以及WhatsApp，亚马逊收

购 Wholefoods 等等诸如此类利用互联网企业享有的数

据进行估值的案例屡见不鲜。 

近年来，各家上市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在均有流

量支持交易的发生，2020 年，根据中国各大互联网电子

商务企业披露的 2019年年报，阿里巴巴与优酷、腾讯与

京东、京东与爱回收等等较大体量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企

业均有着互相提供一级入口资源的信息服务的业务发

生，由此可见利用数据资产进行流量支持交易，这一互

联网行业的新型交易模式，在各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的

投资模式中屡见不鲜。 

数据资产的应用一方面为大量优质互联网企业在上市与并

购中的估值提供了重要助力作用，另一方面部分互联网公司为

了实现融资，提高自身价值，不择手段的将自身数据资产进行

盲目扩张。正如浑水公司(Muddy Water)针对前美股上市公司瑞

幸咖啡(LK.US)的做空报告中指出，其利用虚构咖啡券交易数据

的手段，进行虚假交易，以达到虚增收入的目的。1 

同时数据资产作为一种用于交易的新型资产，现有

审计监管的制度与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数据资

产具有一定风险。如何防止互联网企业利用其数据资产

的特殊交易模式与资产认定标准高估资产、收入，从而

影响其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公允性，这就要求审计人员

在审计互联网行业时针对错综复杂且不断更新的互联网

特殊交易进行识别并针对其特有风险实施相应的审计措

施。 

 
1 浑水公司. 瑞幸咖啡：欺诈+存在根本性缺陷的业务.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515875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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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KL 

1.2.1. MN%& 

数据资产进行流量支持等相关交易的研究中，国内

研究相对较晚，与更新较快的互联网企业商事环境存在

一定的脱节现象，且绝大多数研究仅止步于数据资产有

关交易的的管理与估值层面，并未进一步深入到该交易

的审计层面进行讨论。这导致在我国现阶段对于数据资

产“流量支持”业务的审计仅停留在实务层面，欠缺相关

文件与研究对该种交易进行讨论， 

本文从数据资产审计监管的角度入手，突破了现有

研究中仅注重于从企业角度对数据资产管理与交易研究

的片面化，重在解决数据资产这一新型交易标的审计监

管难题。同时本文将从数据资产交易的具体模式——“流

量支持交易”——入手，突破了现有研究仅注重数据资产

交易概念研究过于抽象的局限性。现阶段数据资产审计

的准则与规定较少，这使得数据资产审计的具有较大的

研究空间与可探讨性。本文亦参考并研究了计算机领域

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数据资产本质的数据属性对数据资

产交易的审计风险进行分析。 

1.2.2. OK%& 

但研究的滞后性使得大量为互联网行业提供审计服

务的专业人员，只能凭借着对于现有的科目的审计方法

与经验对数据资产这一新型交易标的物进行测试，使互

联网企业数据资产交易中的特性难以得到识别，应当在

实务中对数据资产的审计风险与应对方法加以重点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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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 A企业的审计实务为例，分析 A企业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交易中审计

对象因素、审计主体因素以及宏观因素造成的审计风险，并利用收益现值法等具

体方法对 A 企业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交易的真实性、完整性、存在与发生、计价与

分摊各类实质性测试，内部控制审计程序以及披露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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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hiÕ®@ÖL 

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由企业拥有或者控

制，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但该

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现金

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符合准则规定的资产定义的资源，在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时确认为资产：①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②该资源的成

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1数据作为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种资源，由企业过

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并且长期存储与企业的记录中，由企业拥有并控制。在

大数据的背景下，计算机对于数据的处理能力不断增强，曾经看似无用的数据，

逐渐得到了重视并被企业所运用，数据通过其蕴含的信息，足以给企业带来可靠

的经济利益。 

对于数字资产的定义，Glazer(1993)率先强调信息本身是有价值的，提出数据

作为一种资本的独特价值。Moody和Walsh(1999)创造性地提出应对数据资本进行

估值，并提出数据资本的估值由信息的采集成本、信息的管理成本、信息的质量

三部分决定；Viktor Mayer-Schönberger(2018)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分析了数据的资产

属性，并认为数据作为一种资本被识别并进行流通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在国内彭蓓(2006)首先提出了账外资产的概念并结合无形资产的处理分析了

账外资产的运作模式。崔国钧(2006)提出数据应当被认定为一种资产，且其属性是

无形资产延伸。向显湖(2014)从公司战略的角度提出要重视表外无形资产与无形资

源的利用。郑姗姗(2015)将表外无形资产并入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对广义的无形资

 
1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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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采用 CIA法和 AHP法进行估值。李春秋与李然辉(2020)指出数据资产与无形资

产具有明显不同，数据资产不因使用而价值减损，反而随着数据的使用，其价值

增加。秦荣生(2020)指出运用数据资产是企业数字化的核心所在，应当从结构化的

数据与非结构化的数据两方面对数据资产进行认定与管理。 

2.2 hiÕ®@×Ø\Ö5 

在国内数据资产交易与定价研究中，刘洪玉等学者(2015)结合鲁宾斯坦模型的

竞标机制，率先对数据资产交易进行定价估算。张志刚(2016)从数据资产获取成本

的角度，对数据资产构建了评估模型，并应用于实践。王玉兰(2018)通过层次分析

法对数据资产的估值构建了评估模型。左文进(2019)详细分析 AHP 法在数据资产

交易与估值中的运用，并运用实例构建数据资产结构估值模型。刘阿千(2020)从区

块链的角度，对数据资产交易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构建数据资产交

易平台的应用情景。孙晓璇与赵小明(2020)从计算机算法的角度，运用洛伦兹变换

与 Page Rank算法，对数据资产的初始价值进行估值，并分析该方法的适用范围。

崔恒志等学者(2021)从数据资产交易的底层逻辑入手，将数据资产交易分为管理、

质量监测、共享服务体系构建三个维度，利用 DataWorks、Datahub、DataQ 等组

件构建数据资产交易中台，并编写相应 SQL字段模拟数据资产交易。赵丽与李杰

(2021)在总结国内外数据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数据资产“讨价还价”模型

的定价策略，并利用该模型评估 1994年至 2020年金融大数据的定价策略。 

随着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兴起与日益勃发，部分会计事务所对于针对

中国数据资产交易的研究开始起步。德勤中国与阿里研究院(2019)分析了数据如何

转化为资产，以及数字资产价值的实现方式，并结合国际众多案例，对企业的财

务管理与数据资产的估值进行研究。毕马威中国与阿里研究院(2020)从物联网的角

度，结合数据产业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三方面对数据经济与数据资产

的生态治理进行讨论。 

在我国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交易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便是利用数据资产

“流量支持”交易。“流量支持”(Traffic Support)是指，互联网企业利用其平台页面

流量，为被投资公司免费提供入口资源，并享有被投资股权。对于数据资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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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项目的研究，国内的会计及财务管理的研究刚刚起

步，高靓君(2015)根据京东与腾讯的股权投资交易模式，

在中国率先提出企业“流量支持”的交易模式，并结合美

国 GAAP会计准则对该交易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李寿喜

(2017)进一步拓展了“流量支持”项目的研究，同时将流

量支持拓展到其他情景，并引入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对比

分析。 

由此可见，数据作为一种资源，仅需要满足成本能

够可靠计量后便可以认定为一种资产，而如何对数据进

行可靠地计量，便成为了数据资产化重的重要一步。同

时在立法层面，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明确数据所有权的归

属，种种障碍导致长期以来在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作为

一种游离于资产负债表外的资源存在于企业之中，并通

过交易的对价、企业整体的估值、平台的宣传等方式在

企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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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公司及其数据资产业务现状 

3.1 AÙÚÛ~ 

A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2014年在美国纳斯

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于 2020 在香港上市的互联

网电子商务企业。截止到 2020年 A公司(集团)共有员工

十余万人，A公司所运行的 B电子商务平台常年位居国

电子商务平台前 5名，2019 年 10 月，在福布斯全球数

字经济 100 强榜排名前 50。1B 电子商务平台主要运营

线上 B2C商业模式，兼具商家入驻与自主经营两种商业

模式，同时在中国部分一二线城市有线下零售实体商铺，

其主要业务为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交易服务，业务范

围遍及中国各地域。 

A公司的电子商务交易收入来源包括：1. 产品销售

贸易收入；2. 广告信息服务收入；3. 虚拟店铺出租费用；

4. 金融服务收入；5. 仓储物流收入等。其中以“产品销

售贸易收入”与“第三方信息服务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该两项收入约占总主营业务收入的 63%。第三方信息服

务收入主要用于核算企业平台入口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平台店铺租赁服务、广告等与数字信息流量相关的收入，

其中不乏大量的由企业表外的数据资产产生的收入。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A公司的家电等大件商 

 
 

1 福布斯中国. 《2019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 100强榜》. 
http://www.forbeschina.com/lists/172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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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业务严重回落，但日用品等零售商品的销售量将往年同比增长，其供应链

业务、健康辅助诊疗业务以及数据化云计算业务在新冠疫情下发挥了其独特的优

势。2020年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该企业 2020年第二季度净收入同比增长约 34%。
1 

3.2 AÙÚhiÕ®ÜbÝÞ×Øc� 

以 A公司 B电子商务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电商企业，通常利用自身平台的页

面访问量（Page View，以下简称“PV”或“访问量”）、独立访客（Unique Visitor，以

下简称“UV”或“访客量”）、订单量（Gross Merchandise Volume，以下简称“GMV”）

等数据资产作为自身的表外资产，进行估值后用其未来收益权或平台入口资源作

为对价的一部分与被投资公司进行流量支持股权交易。该部分数据资产的价值由

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或由该项股权投资计划中的其他资产的实际价值与投资公

司占被投资公司的股权进行推导。 

在早期，由于数据资产的定性相对模糊，企业常常为合乎会计准则本着便于

交易的原则，时常将其以数据资产为基础的流量支持业务，通过“无形资

产”(Intangible Assets)科目进行核算，例如 2014年 3月，京东与腾讯的股权交易中，

双方依据美国 GAAP 准则，互相对对方提供入口资源进行流量支持模式投资，根

据有关披露可以推断该交易的具体会计处理为： 

借: 银行存款(Cash in Bank) 

长期股权投资(Long-term Investment) 

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 

贷: 股本(Share Capital) 

资本公积(Capital Surplus) 

其中“无形资产”科目用于核算用于交易的数据资产价值。 

随着人们对数据资产认识的不断深入，实务中与学术上认识到，数据资产的

所有权难以认定，且较难与企业的具体业务相划分，对于流量支持投资中的数据

资产，越来越多的实务界人士认为该数据资产的价值应当通过其未来的交易价值

 
1 数据来源，A公司 2020财年第二季度及中期业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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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认定，并在账面上归集为“递延收益”（Deferred Revenue）或预收账款（Customer 

Advanced）科目进行核算。1 

该业务在企业中的具体账务处理为： 

借: 长期股权投资(Long-term Investment) 

贷: 递延收益(Deferred Revenue)/预收账款(Customer Advanced) 

银行存款等 (Cash in Bank/Other Assets) 

根据 A公司的核算政策，在 A公司以数据资产为基础的“流量支持”投资核算

中，采用以“递延收益”科目核算其用于投资的数据资产价值。该递延收益在后期的

摊销中，其摊销额将通过未来期间中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核算。 

在 A公司的流量支持投资中，A公司于 2019年 7月与 T公司签订《业务合作

协议》，双方约定：① A公司向 T公司支付交易对价银行存款人民币 400,000元 ；

② A公司在合作期限（5年）内向 T公司在 B平台上经营 T公司相关业务提供一

级入口资源；③ A公司在 B平台上免费为 T公司开设 T公司店铺。合作期限为 5

年，T 公司在评估了该一级入口资源的价值，将其 10%的股权转移给 A 公司。双

方具体交易模式如下图所示： 

 

/ 1 A®A T®¯°±²�³/ 

其中对于 B电商平台的一级入口资源，并不直接反映在 A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上，其价值为基于 B电商平台流量数据（PV、UV、GMV等）并结合该入口和计

 
1 由于中美会计准则的差异，根据中国先行会计准则，该“流量支持”交易中涉及的数据资产无法通过“递
延收益”科目进行核算，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对于上述交易应当通过“无形资产”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

进行相应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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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规则（CPC1、CPA2、CPM3等）核算的流量价值，即 A 公司所控制的数据资产

资源。该部分一级入口资源的价值由 T公司转让给 A公司的股权份额，与其他投

资者的实际出资所占份额进行倒推，间接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通过“递延收益”科目

与“主营业务收入”科目进行核算。 

 

/ 2 B´µ[¶·¸¹DVº�»¼½¾ 

一级入口的资源价值为: Value = ( Io / Po ) × Pa - Ia 

其中， Io——其他投资者出资的资产； 

Po——其他投资者所占 T公司份额； 

Ia——A公司此次出资的表内资产； 

Pa——A公司此次投资所占份额。 

A公司对此次投资的账务处理为： 

借: 长期股权投资    (Io/Po)×10% 

贷: 银行存款      400,000 

递延收益       (Io/Po)×10%-400,000 

后续摊销采用年限平均法进行摊销，每年摊销递延收益总额的 20%，双方合

作期限到期后，若无合作协议的更新，该递延收益摊销完毕。 

其每年的摊销会计处理分录为： 

借: 递延收益     [(Io/Po)×10%-400,000]/5 

贷: 其他业务收入     [(Io/Po)×10%-400,000]/5

 
1 平均点击消耗，Cost Per Click，简称“CPC”，互联网行业中的按点击进行收费的一种广告模式。商家（广告
主）是根据用户点击广告的次数进行付费。 
2 每次行动成本，Cost Per Action，简称“CPA”是一种广告计费模式，按照行为（Action）作为指标来计费。 
3 千人展现成本，Cost Per Mille，简称“CPM”，是一种媒体或媒体排期表（SCHEDULING）送达 1000人或"
家庭"的成本计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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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投资时认定的该长期股权投资的计量方

法，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对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调整。 

从 A公司向美国 SEC 披露的 2019年年报来看，其

该年度共发生至少 4项权益性投资(Equity Investment)与

流量支持投资有关，累计共有 7项权益性投资与流量支

持相关。基于数据资产流量支持投资确认的递延收益总

额约为人民币 25.4 亿余元，较前一年度相同对比期增长

12.2 亿元，同比增长 91.7%，约占递延收益科目总额的

50.1%。1 

 

 

 

 

 

 

 

 

 

 

 

 

 

 

 

 

 

 

 

 

 
1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 SEC网站公布的 A公司 2019年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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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公司数据资产交易审计风险与原因分析 

4.1 AÙÚhiÕ®×Ø@ßaàá 

4.1.1 Aáâ{|ã-]Kä�åUæç 

(1) A公司数据资产存在与发生的审计风险 

在 A公司的“流量支持”交易中，A公司与被投资公司的交易模式十分复杂，

从交易双方的合同不难看出，该“流量支持”的交易对价具体表现为双方实际交

付的现金，但不难发现该笔现金远远无法反映此次交易中 A 公司享有被投资公司

的实际权益份额，故其余产生的大量溢价实际产生于 A 公司向被投资公司提供的

一级入口流量资源，因此该一级入口资源作为表外资产，在合同中并不以对价的

形式进行呈现，而是以 A 公司的承诺的入口资源条款进行约定，由此造成企业以

及审计师难以从众多的股权交易中将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交易进行区分识别，因此

对识别 A公司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交易的存在与发生造成了一定的审计风险。 

(2) A公司数据资产准确性、计价与分摊的审计风险 

A企业在其以数据资产为基础的“流量支持”模式投资中，一级入口资源的价值

以被投资公司其他投资者的出资与所占权益倒推，可能存在 A 公司与被投资公司

并未实质对于该一级入口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现象，因此账面确认的“递延收益”

科目难以确认其入账价值是否公允，从而在后期对于递延收益进行摊销的过程中，

很容易高估摊销递延收益所产生的收入。因此交易双方认定的数据资产资源价值

是否公允，对于企业收入及递延收益的认定造成了一定的审计风险。 

4.1.2 Aáâ{|ã-'èéê]åUæç 

A 公司的数据资产以数据作为基础，但数据的特性便是：数量庞大、种类多

样、更新速度快、价值密度低。在数据资产进行估值或交易的活动中，为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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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重复、数据混杂、数据失效以及低价值数据被忽视对于企业的内部控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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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新的挑战，同时基于资产负债表表内资产的传统内

部控制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新型资产的要求，如何对企业

的数据资产进行时时有序的管理，保障企业数据资产价

值与数量的真实，对企业内部控制有着一定的审计风险。 

4.1.3 Aáâ{|ã-ëì]åUæç 

由于数据资产属于表外资产，其披露程度具有高度

任意性，从 SEC的官网可见，在 2018年前 A公司发布

的年报(20-F)中，A 公司均未对其当年发生的数据资产

交易进行披露，2018年后才开始在递延收益科目及附注

中对该交易进行披露，但依旧难以实现全面披露，且由

于准则未作明确规定，A公司与其同类型的其他电子商

务企业如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对该交易的披露位

置各不相同，且披露程度也具有明显差异。可见，此类

特殊交易由于其产生较晚，各准则下对该交易均具有滞

后性，其信息难以被投资者全面了解，故在披露层面，

A公司的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业务存在一定审计风险。 

4.2 AÙÚßaàá*âtu 

4.2.1 åUuv�í 

(1) A公司所属行业与业务具有超前性 

A企业为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该行业交易模式依

托互联技术升级而变化，因此在互联网计算机技术飞速

发展的当下，互联网企业的交易模式更新极快，几乎每

年都会针对互联网最新的行业动态进行其交易模式的革

新。但该行业交易技术的革新是超前的，在互联网领域

内所以依据的会计准则、内部审计准则、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行业内部控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等依托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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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性。由此造成了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企业的有着较高的审计风险。 

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作为超前发展的行业，本质上结合了传统商业贸易以及

互联网技术的特征。在其交易中大量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关术语与概念等理解

难度较大的核算方法，因此更容易造成技术、财务、内部监督等部门的信息不对

称，从而使互联网行业的审计风险大幅度提升。 

(2) 数据资产交易业务具有特殊性 

对于互联网行业近年新兴的以数据资产为基础的交易模式，无疑使互联网行

业电子商务企业的审计风险再次大幅度提升。数据资产由于其本身具有无实体性

的特点，难以直接通过其生产成本以及加工成本衡量其价值，因此在数据资产的

交易过程中，如何对数据资产进行准确估值变成了数据资产运用的重点，从企业

管理的角度上看，企业为了提更自己的价值，增加自身所控制的资产，存在通过

各种方法高估本企业控制的数据资产的价值的可能性。 

由于准则制定的相对滞后性，数据资产难以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因此在个

别交易中，数据资产时常直接或间接的在个案交易的合同中发挥其价值，难以直

接通过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或利润表进行反映，当前主流的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

审计模式，难以涉及企业表外资产，因此造成了审计人员对数据资产审计的难度。

同时企业在投资中利用的数据资产又会通过“长期股权投资”、“递延收益”、“商誉”

等科目体现，因此防止企业通过高估其数据资产的价值而间接的高估企业的表内

资产以及收入，便成为了对于拥有数据资产互联网企业审计的重中之重。 

4.2.2 åUîï�í 

(1) 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具有局限性 

作为财务报表审计，审计人员大多为财务背景出身的专业人员，对于企业互

联网信息技术相关知识相对缺乏，有关技术术语、概念、操作方法等事项，需要

依靠被审计企业进行解释，这使得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中陷入被动。 

在数据资产“流量支持”模式下，大量互联网平台运行的相关概念与企业的股权

交易模式并存，其数据统计、结算收付系统大量采用信息技术工程师定制或单独

搭建的系统与平台，专业化的审计师难以同时从财务报表、合法性、流量数据的

真实性同时对此类交易进行认定。由此对于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审计师的专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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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能力具有极大的挑战。存在一定专业胜任能力上的审

计风险。 

(2) 数据资产审计方法与审计程序存在优化空间 

A公司做为互联网企业，对 A公司审计既应当顾及

到针对其与其他传统商贸企业相同的固有风险，采用传

统审计方法与流程，同时也要对 A公司所涉及的互联网

企业的特殊风险，专业审计人员多年的审计经验无法应

对日益更新的互联网企业运作模式，旧有的传统商业贸

易企业的审计策略与审计流程无法针对性的解决互联网

电商务行业内的特有风险。 

在数据资产“流量支持”模式的投资下，以数据为虚

拟资产计算递延收益作为对价进行权益投资，相较之于

传统的投资循环具有颠覆性的，对于此类新型交易模式，

必须采用特殊审计流程，对于传统审计方法、审计工具、

审计流程进行优化。因此面对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的特

殊风险倘若依照传统审计方法与审计流程，必将提高相

应的审计风险。 

4.2.3 ðñòó�í 

(1) 有关准则、法律法规具有滞后性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尚未对数据可否作为资产进行规

定，数据常常处于企业资产负债表之外的灰色地带，尚

无权威定论或标准化审计规范，在学术上与实务中，对

于数据是否可以认定为企业资产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

正是由于这种滞后性，给企业带来了困扰，但同时也给

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因此如何对互联网企业的数据

资产进行审计，审计师只能在探索中进行实践，在有限

的审计期限内针对不同企业对于数据资产的不同核算方

法进行识别，造成了较大的审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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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形势对于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影响难以预测 

A 与我国大多数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一样，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2020 年初，瑞幸咖啡(LK.US)与爱奇艺(IQ.US)相继被做空公司做空，美国

证监会(SEC)宣布对“中概股”进行全面重点的审查，由于数据的资产属性无论在中

国或是在美国均存在争议，虽然 Google、Facebook、Amazon等总部在美国的实体

均曾多次利用其数据资源提升其市场估值，但美国 GAAP 准则与 PCAOB 协会迟

迟未对数据资产的给出权威的认定标准。因此在 SEC 对于“中概股”的审查中，中

国互联网企业中常用的数据资产“流量支持”模式势必将成为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

审计认定与识别的重点与难点。 

4.3 ãäßaåæ\çÑÒ� 

在美国，SEC 已针对全部在美上市的互联网企业提出要求，要求其在财务报

表中递延收益科目单独列示其对有关投资的关联方享有的流量支持收益1。但在我

国，由于准则的差异我国大陆与香港尚未对流量支持等相关业务进行规制。 

从实质性审计程序看，在现行的审计程序中，对于此类数据资产交易，多数

审计师采用以下审计程序对互联网行业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交易进行审计，1. 类比

无形资产以及商誉的审计方法对数据资产交易模式进行审计；2. 引入第三方评估

机构对于被审计实体的数据资产进行估值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进行审计；3.

通过未来期间内递延收益的摊销额倒推其数据资产流量支持的价值。 

上述三类审计均为未重视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作为一种互联网行业的特殊交

易，其底层资产为数据的特殊属性，以偏概全的运用现有的资产审计方法，对数

据这一新型资产进行审计。同时现有审计程序大多仅针对被审计实体数据资产进

行实质性测试，未针对其内部控制以及相关披露构建完整的审计程序，其审计程

序具有明显局限性。 

从披露层面看，由美国 SEC网站的公开数据可知，大多在美上市的中国互联

网电子商务企业，均对于其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业务有着或多或少的披露，如阿里

 
1 披露部分原文：Amounts in relation to traffic support,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services to be provided to relate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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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的年报中，将其流量支持业务披露于重要会计政策

附注中收入认定中的成员费部分，京东则直接将其流量

支持交易在递延收益附注中列示为流量支持部分，作为

特殊交易进行单独披露，拼多多则将该部分业务认定为

关联方交易，在关联方附注中以客户预付款的形式进行

披露。可见，由于对于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流量支持业

务披露规则认定的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各大互联网电

子商务企业均对于该特殊尚未形成统一的披露规则，很

容易造成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利用该特殊交易的灰色地

带对其交易进行掩饰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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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公司数据资产审计风险的应对措施  

5.1 è� AÙÚhiÕ®“ÜbÝÞ”×Ø@7��ßaåæ 

5.1.1 uô{|ã-õöI�÷øùãú@û¿åS�üåUæç 

数据资产“流量支持”由于存在理论争议，是互联网企业投资中的审计重点

与难点，且互联网行业企业每年运用数据资产进行投资的业务数量相对有限但规

模重大，因此应当对被审计单位的数据资产“流量支持”投资进行全面审计，对

于涉及“流量支持”投资的每一笔数据资产交易进行全面抽凭，并获取相应数据

资产交易的合同，对涉及数据资产流量支持的项目实现全面审计，同时应当对于

该项资产进行重点审计，相应提高长期股权投资、递延收益、无形资产、商誉等

与数据资产流量支持相关科目的审计风险水平。确保被审计实体的每一笔数据资

产交易均符合市场公允，以防数据资产的价值被过于高估。 

5.1.2u Aáâ{|ã-]ýþ�ÿU!kV"ú@�# 

对 A 公司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业务进行审计，首先要对用于投资的一级入口

资源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 

在传统表外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中主要常用的方法包括收益现值法、

CIA(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法和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法。由于后两

种方法对于客户内部信息的需求量极大，且对于表外无形资产未来超额收益的预

期需要结合公司管理的远期战略进行评估。因此审计师作为独立第三方，在数据

资产审计的角度上，CIA法与 AHP法的操作难度极大成本过高，审计师可以采取

收益现值法对于表外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匡算。 

对于 A公司与 T公司交易中涉及的一级入口资源进行公允价值匡算时，首先

审计师从 A 公司平台管理系统调取该一级入口的流量数据，假定在投资日前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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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每日平均 PV为 100,000,000次，计费规则为 CPC。审计师根据该一级入口近

年 PV 及 CPC 增长率建立模型，对于该一级入口合作期限内（未来五年）每年的

收益进行匡算。 

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 ——该一级入口资源第 n年的税后收益； 

——第 n年该入口产生的收益； 

——投资日前该年度的平均页面访问量； 

——根据历年数据计算的数据资产平均增长率； 

——投资日前概念年度的平均点击消耗； 

——根据历年数据计算的 CPC年平均增长率。 

根据往年数据，该一级入口 PV 平均增长率约为 12%，CPC 平均增长率约为

9%，该平台收益使用所得税税率为 25%，由此得出该一级入口未来 5年的税后数

据资产流量收益 如下表所示： 

! 1 A®“¿6ÀÁ”ÂÃÄÅ¿6ÆÇÈÉ 

 Y0 Y1 Y2 Y3 Y4 Y5 
PV(n) 100,000,000 112,000,000 125,440,000 140,492,800 157,351,936 176,234,168 

CPC(n) 0.005 0.006 0.006 0.007 0.007 0.008 
P(n) 500,000 672,000 752,640 983,450 1,101,464 1,409,873 

Tax(n) 125,000 168,000 188,160 245,862 275,366 352,468 
Pt(n) 375,000 504,000 564,480 737,587 826,098 1,057,405 
由于 A 公司为在美上市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审计师可以从第三方平台调

取阿里巴巴(BABA)、京东(JD)、唯品会(VIP)等多家与之同行业的对标公司计算该

行业杠杆性贝塔系数的平均值，并结合该企业的股权风险溢价，匡算出该企业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折现率，对该一级入口将来的收益进行折现。具体公式表述

如下： 

 

 
其中， ——该一级入口未来收益的现值； 

I——根据行业平均杠杆性贝塔系数计算的 A 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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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一级入口资源的公允价值； 

——第 n年该平台递延收益的摊销额。 

上述现值经过摊销税收调整后即为 A公司与 T公司投资中所涉及的一级入口

的公允价值，与交易中确认的递延收益进行核对。 

5.1.3 $%&.'(u Aáâ{|ã-]¹¶ky)ú@�# 

数据资产依托企业所享有的数据，因此必须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审计师应当

从被审计该公司享有的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综合对被审计单位的数据

资产进行认定。在进行电子商务行业数据资产审计的过程中，应当由审计人员亲

自从被审计单位的数据库中调取原始数据，或通过第三方互联网数据统计机构，

对于被审计公司的平台流量等数据进行调取，确定数据后进行数据资产审计。 

由于近年数据资产交易的中涉及的数据量极大，在大数据审计技术提升的条

件下，审计师可以在审计团队中派驻具有计算机技术背景的审计人员，创新审计

方法，优化审计工具，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对于被审计实体用于交易的数据进行

全面识别，从被审计实体的底层程序入手，实现数据资产的全面审计。 

承担审计任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安排专业人员组建专门审计团队对于互

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企业进行审计，并对于该互联网行业审计团队进行针对性的培

训，使互联网行业的专门审计人员具有互联网行业的基础知识，了解互联网行业

的相关概念、术语。在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专门审计团队中，可以引入具有互

联网专业或工作背景的审计人员，增强互联网行业专业团队的专业胜任能力。 

同时，对于数据资产“流量支持”业务，是以数据资产作为对价进行权益投

资，其本质上不违背会计准则的规定和逻辑，仅是权益投资在互联网行业中的应

用。因此，加强审计人员对基础业务审计能力的运用，有利于增强审计人员对同

一业务模式在不同业务场景的应对能力，有助于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5.2 è� AÙÚhiÕ®Méês�p�@ßa 

5.2.1 �ü3.{|¹*]'èéêåU+? 

对于企业的数据资产进行运用，本质上是对于企业所享有的数据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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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师应当对于被审计单位的数据资产的储存技术与储存介质进行审查。审计团

队中应当由具有信息系统审计能力的审计师，通过信息审计系统，对于被审计单

位的数据储存与写入介质进行信息系统系统审计，检查该系统运行是否存在漏洞

以及被篡改的可能性，确保实体数据资产交易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5.2.2 ÀÞu3.{|ã-,-.M/0]åS 

审计人员应当通过询问、观察、检查等方法对被审计单位数据资产的管理模

式进行穿行测试。从数据资产的数据属性与资产属性两方面，审查被审计单位数

据资产管理的合法性、有效性、适宜性，通过企业数据资产交易中心平台，检查

相关字段，并将数据资产的审计作为企业投资环节的重点部分进行审计。 

由于审计准则的滞后性，在对于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审计的实务中，审计师

可以类推适用对无形资产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原则与方法，对被审计企业的数据

资产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进行穿行测试，同时要注意到被审计单位数据资产与传统

无形资产相比较的特殊性，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有针对性的穿行测试。 

5.3 è�hiÕ®ßa@ëìíîïð 

首先，应当加快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中对于数据资产认定。数据资产估值后

作为对价进行交易在实务界十分普遍，将企业享有的数据作为资产符合“大数据

时代”重视数据的发展趋势，将这种实务当中常作为对价使用的资产进行正规化，

使数据资产审计有相关准则作为依据，有利于规范行业内对于数据资产的核算的

规范化，也有利于规范审计师对于数据资产认定以及企业数据资产内部控制审计

的方法与程序。 

其次，应当规范企业数据资产披露制度。数据资产作为表外资产其产生具有

超前性，应当设立数据资产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交易的透明度，

要求企业对其享有的数据资产的体量、种类以及交易模式进行披露，以防企业滥

用其数据资产进行违规交易，使数据资产的交易在监督下进行。 

最后，应当加强第三方对企业数据资产核算与估值制度。对数据资产不能仅

仅依靠企业自身数据以及审计师以及网络流量测算，社会第三方应当加强对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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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平台流量数据的监管，在审计过程中，应当引入第三方力量对于被审计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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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大数据测算，使被审计单位的平

台流量等数据得到第三方的真实性确认以及公允估值，

以便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数据资产交易专注与资产负

债表以及企业内部管理，进行财务及内部控制上的专项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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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对于企业的意义愈发重要，企

业将数据作为自身的资产的趋势是必然的。与之相对的

便是企业如何合理合规的运用其数据资产，因此，数据

资产审计应运而生。对于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数据资产

的审计从制度、方法、程序以及人员配置上均有着大量

的改善空间，应当从该流量支持交易的审计风险识别、

实质性测试审计程序、内部控制审计程序以及披露程序

构建系统完整的审计程序。其审计风险与相应的解决措

施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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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ÆÇÊ>¿6ÀÁË=ÌÍÎ�A�ÏÐÑ 

风险成因 相关审计程序 解决措施 
A公司所属行业与业务具有超前性； 
数据资产交易业务具有特殊性。 审计风险的识别 对于数据资产“流量支持”投资进行全面审查。 

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具有局限性 

实质性审计程序 

通过专业团队对 A公司数据资产完整性、存在
与发生进行认定。 

数据资产审计方法与审计程序存在

优化空间； 
数据资产估值存在的审计风险。 

利用收益现值法对 A公司数据资产的准确性、
计价与分摊进行测试。 

数据资产内部控制存在的审计风险 内部控制审计 提高企业数据内部控制的审查水平 
加强对企业数据资产财务管理模式的审查。 

有关准则、法律法规具有滞后性； 
国际形势对于在美上市的“中概股”
影响难以预测。 

披露 

加快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中对于数据资产认

定； 
规范企业数据资产披露制度； 
加强第三方对企业数据资产核算与估值制度。 

同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笔者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不足，本研究未涉及到数据资产的计算机程序研究，未从数据资产的电子信

息技术的角度对互联网行业数据资产交易进行分析，在将来的研究中，从数据资

产的电子信息技术层面进行计算机程序审计研究还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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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撰写指南 

工科专业的毕业论文主要包括两类：应用开发型的毕业设计和理论研究类型

的毕业论文。前者是应用所学知识开发系统或应用程序；后者是对本专业理论研

究成果的展示。 

1.应用开发型毕业设计：侧重于软件（系统）开发，要求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锻炼实践动手能力。毕业设计突出原创性，即软硬件系统的开

发完全由自己完成，而不能抄袭。需要自主动手完成整个设计过程，最终的毕业

论文应该把项目的系统分析、系统设计和开发的步骤等都详细地描述出来，提供

可以检验的软件成果。 

2.理论研究型毕业论文：研究思路清晰；方法适当，逻辑性强，对问题有较深

入的分析；以及详细的新的算法或模型的设计开发过程，并有实验分析。论文注

释和写作体例符合规范；参考文献具有适合性、准确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应用开发型毕业设计正文写作结构如下： 

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建议的正文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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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1.1项目背景与意义 

1.2 设计目标 

1.3论文的章节安排 

第 2章 相关技术和开发环境  

2.1 相关技术  

2.2 开发环境  

第 3章 系统分析  

3.1 可行性研究 

3.2 系统需求分析 

第 4章 系统设计  

第 5章 系统实现  

第 6章 系统测试  

6.1 测试策略和方法  

6.2 测试内容和步骤 

6.3测试结果及分析  

第 7章 总结与展望  

注：正文一般还包括附加的文献、引证、脚注。 

第 1章 绪论（或引言） 

毕业论文的绪论通常包括项目背景、项目意义、项目内容、目标成果等部分。

也可以包括论文结构介绍 

第 2章 相关技术 

对应用系统开发中的相关技术做简明扼要的介绍。相关技术应聚焦在与本论

文应用开发密切相关或关键技术上，对相关技术的发展状况有系统的综述与评价。

文献引用规范，与文后参考文献相对应。 

第 3章 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应该包括需求分析和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识别问题，应该明确以

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1）功能需求：明确开发的软件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2）性能需求：明确开发的软件的技术性能指标； 

（3）环境需求：明确软件运行时所需要的软、硬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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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分析清晰阐释软件（系统）开发是可行的。且应用开发环境、需要的

条件、软件（系统）的运行环境和已经具备的条件均满足。 

第 4章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建议包括：系统设计目标、系统功能设计、数据库设计。设计目标

明确，阐释清晰。数据库设计绘制 ER图，以及绘制由 ER图导出的数据库表。用

流程图来描述系统功能的总体流程，并介绍系统总体流程的。或者可以或绘制系

统功能图，介绍功能之间的关联，并介绍各功能。 

第 5章 系统实现 

系统实现主要包括各功能的实现。可以用伪代码或流程图来描述功能完成。 

第 6章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主要包括测试方法，测试内容和步骤，测试结果等内容。 

第 7章 总结与展望  

总结与展望一章对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应该客观指出开发的应用所达到的

水平，是否解决实际问题，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改进的方向。 

6. 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论文的科学依据，以及表明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并

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应在论文之后列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指作者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所参考的文献，是

毕业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毕业论文的引用文献必须在文中引用处体现出来，

按作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章节或起止页码排

列。如列出多位作者的参考文献，应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依次排列，外国作者

按其姓汉语翻译的拼音排序；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其著作一律排在论文前面。引用在网络媒体首次发表研究成果的，必须注明网址；

对于非首次发表的网络资料，必须注明其首次发表的媒体名称。 

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

版物上的文献。所参考的私人通信和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一般不宜列入参考文献

表，可紧跟在引用的内容之后在文内注释或标注在页下。参考文献一律放在论文

结论后，不得放在各章之后。每条文献的项目必须完整，诸项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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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有些材料编入文章主体会有损于编排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或有碍于文章结构

的紧凑和突出主题思想等，但是又有其特定价值的，可以编入毕业论文的附录中，

位于全文的末尾。附录是作为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但是，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 

理论研究型毕业论文正文写作结构 

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建议的正文结构如下： 

1 引言（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 研究内容 

1.4 论文组织结构 

2相关工作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工作 

2.2 理论基础 

3 ***算法（模型）的设计 

3.1 问题描述 

3.2 ***算法 

4 实验（仿真）分析 

4.1 实验环境 

4.2 实验数据 

4.3 实验结果 

5 总结与展望 

注：正文一般还包括附加的文献、引证、脚注。 

第 1章 绪论（或引言） 

一篇学位论文的绪论，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论文组织结构。 

（1）研究背景中需要阐述清楚 2个大问题：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选

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的现实意义，比如说明该研究对学科发展有贡

献，该研究对能够解决什么现实问题，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等。 

（2）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

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研究的动机。应简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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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和发展状况；针对课题的实际背景和要解决的问题，对比国

内外学者的相关工作，阐述清楚国内外学者对同类问题所采用的研究和解决方法，

同时对比这些研究和解决方法的优缺点。当然也可适当简要地介绍一些与本课题

有关的预备知识。 

注：国内研究现状与第二章的相关工作是有区别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描述课

题研究的大背景大方向，侧重讲述课题研究的先进性和重要意义，不用涉及具体

技术。 

（3）研究内容包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该问题采用的理论依据、研究方

法和实验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地位、作用和意义。在研究内容的最后需写清楚

本研究的创新点或理论与(或)实践意义。如果研究的项目是别人从未开展过的，这

时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要说明研究的创新点。但大部分情况下，研究的项目是

前人开展过的，这时一定要说明此研究与被研究的不同之处和本质上的区别，而

不是单纯的重复前人的工作。 

（4）论文的组织结构是对整篇论文的概述，阐述清楚论文的章节，每一章的

研究内容或者介绍章和章间的关系。 

第 2章 相关工作与理论基础 

论文的相关工作指的是与论文所研究内容直接相关的同行研究进展，在行文

过程中需要有准确的参考文献支撑。 

针对研究的问题，目前他人已经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哪些算法，简

单总结其解决的问题与相关算法，并指出现有模型或算法的不足之处。 

注意这里的相关工作不仅仅包含现有工作的简单描述，还要在现有的研究工

作中进行对比，指出其中的不同之处，并且说明现有算法的不足之处，本论文要

在哪些方面做改进等。 

理论基础指的是解决该问题使用的一些基本理论，但不是必需内容。如果论

文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对后续论文的理解需要该知识，则有必要在这一章节进

行简要介绍。否则，没有必要进行介绍。 

这里的基本理论指的是与所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内容，而不应是该领域内所

有知识的全部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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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算法（模型）的设计 

算法（模型）设计这一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所研究问题的描述与定义，

解决该问题采用的算法，算法的详细描述，以及算法的复杂度分析等。可以包括

问题描述和算法（模型）的设计两部分。 

第 4章 实验（仿真）分析 

实验部分建议包括实验环境、实验数据的介绍、模型评价指标的描述和实验

结果的分析。实验结果分析中 

（1）包括给出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定量或定性的分析。写作要点是：以绘图

和（或）列表（必要时）等手段整理实验结果。 

（2）除了给出实验结果，另一个重点内容是将论文中提出的算法与已经存在

的算法做对比，说明在哪些方面有改进，并说明性能提高的原因。 

第 5章 总结与展望 

总结与展望包括结论部分和展望部分。结论不是研究结果的简单重复，而是

对研究结果更深入一步的认识，其内容要点如下： 

（1）本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解决了什么理

论或实际问题； 

（2）对前人有关本问题的看法作了哪些检验，哪些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哪些

不一致，作者做了哪些修正、补充、发展或否定； 

展望部分阐述的不足之处或遗留问题。 

6. 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论文的科学依据，以及表明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并

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应在论文之后列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指作者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所参考的文献，是

毕业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毕业论文的引用文献必须在文中引用处体现出来，

按作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章节或起止页码排

列。如列出多位作者的参考文献，应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依次排列，外国作者

按其姓汉语翻译的拼音排序；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其著作一律排在论文前面。引用在网络媒体首次发表研究成果的，必须注明网址；

对于非首次发表的网络资料，必须注明其首次发表的媒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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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

版物上的文献。所参考的私人通信和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一般不宜列入参考文献

表，可紧跟在引用的内容之后在文内注释或标注在页下。参考文献一律放在论文

结论后，不得放在各章之后。每条文献的项目必须完整，诸项缺一不可。 

注意：未在正文脚注中出现的文献，一般不列入参考文献之中。 

7. 附录 

有些算法、程序等编入文章主体会有损于编排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或有碍于

文章结构的紧凑和突出主题思想等，但是又有其特定价值的，可以编入毕业论文

的附录中，位于全文的末尾。附录是作为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但是，不是必需

的组成部分。 

毕业论文撰写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

执行。具体情况由指导教师根据专业特点和论文体裁具体掌握。总体上，毕业设

计撰写要求可参考如下标准： 

研究问题清晰、明确且有价值；论点鲜明，论证充分，论据确凿；方法适当，

逻辑性强，对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实证过程严谨且工作量饱满；论文注释、引

用和写作体例符合通行规范；文献综述完整，参考文献具有适合性、准确性、专

业性和权威性；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表达准确。 

实证学术论文评价标准参照学校统一的评价指标及评议要素（见表）。具体

地评价细则见下表 2。 

'"añrò?>?^a/012D45E+ 

毕业论文撰写遵照《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与印制规范》

执行。具体情况由指导教师根据专业特点和论文体裁具体掌握。应用开发型毕业

设计要求选题有理论或者实践意义，符合本学科专业的要求；系统分析和设计应

有明确思路，相关技术选择恰当,工作量饱满；理论研究毕业论文要求选题要体现

学生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综合运用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工作量饱满，能对选题进行充分研究论证。具体评价标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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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要素 优秀 良好 一般 不及格 

选题意义 

选题合理，属于该专业

领域研究范畴；有明确

的现实背景；研究目的

及研究问题明确，研究

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

或学术意义。 

选题合理，属于

该专业领域研究

范畴；研究目的

较为明确；具有

较大的实践价值

或学术意义。 

选题尚可，属于

该专业学位领域

研究范畴，具有

一定的实践价值

或学术意义。 

选题存在一定

问题，研究目

的不清，不具

备实践价值或

学术意义。 

写作安排 

全面、综合分析国内外

相关文献，追踪本领域

最新研究现状，文献质

量很高；相关技术介绍

清晰、完整；时间进度

安排合理；研究工作量

饱满，有一定的研究或

技术开发难度。 

较为全面地分析

国内外相关文

献，追踪本领域

研究基本现状，

文献质量较高；

相关技术介绍较

为清晰、完整；

时间进度安排合

理；研究工作量

较为饱满。 

基本了解国内外

相关文献和本领

域研究基本现

状，文献质量一

般；时间进度安

排较为合理；工

作量一般。 

不能全面、综

合分析国内外

文献，未追踪

本领域研究现

状，文献质量

较低，时间进

度安排不合

理；工作量不

足。 

逻辑建构 

从提出、分析到解决问

题过程完整；研究思路

清晰，有一定的提炼、

分析和归纳能力，具有

独立见解；开发技术使

用和流程规范；研究方

法规范。 

从提出、分析到

解决问题过程较

为完整；研究思

路比较清晰；开

发技术使用和流

程规范；研究方

法比较规范。 

从提出、分析到

解决问题过程较

为完整；技术使

用和流程比较规

范；研究方法比

较规范。  

提出、分析、

解决问题的论

证过程不完

整；技术使用

和流程不规

范；研究方法

缺乏规范。 

专业能力 

较好应用专业原理或

理论，体现专业视角；

较好运用专业研究方

法或工具进行研究；有

足够的编程的工作量，

数据丰富、可靠。 

应用了一定的专

业原理或理论；

运用了专业研究

方法或工具进行

研究；有一定的

编程的工作量，

数据比较丰富、

可靠。 

运用了专业研究

方法或工具进行

研究；编程工作

量一般，数据不

够丰富、欠缺可

靠性。 

欠缺对专业研

究方法或工具

的运用；工作

量欠缺，欠缺

数据资料。 

学术规范 
 

文字表达、书写格式、

图表、公式符号、缩略

词等方面严格符合通

行学术规范；引用非常

符合通行学术规范和

知识产权相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

格式、图表、公

式符号、缩略词

等方面较好地符

合通行学术规

范；引用较好地

符合通行学术规

范和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 

文字表达、书写

格式、图表、公

式符号、缩略词

等方面基本符合

通行学术规范；

引用基本符合通

行学术规范和知

识产权相关规

定。 

文字表达、书

写格式、图表、

公式符号、缩

略词等方面不

符合通行学术

规范；引用不

符合通行学术

规范和知识产

权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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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两种类型写作范式不同，下面分别介绍两种类型

的毕业论文的范本。以下范文讲解取自多篇优秀毕业论

文部分内容。 

´1µs¬2yf34.ØU 

论文题目: 校园社团管理 app的设计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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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型毕业论文撰写指南（法学类适用） 

!"óô-.0�BC12 

1.题目 

题目，也称标题，是以恰当、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

辑组合，并且能够直接反映毕业论文的中心内容和学科特点。题目应力求简短精

炼、明确得体、新颖醒目、文题相扣，题目长一般不超过 20个字。 

为了限制、缩小研究范围，更准确地表明研究对象、研究角度，或者，为了

更为明确地突出研究重点，或者，为了补充研究的内容、扩展研究的范围。如有

必要，毕业论文题目中可以使用副标题。 

2.摘要 

摘要，也称提要，是以第三人称撰写、提供论文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

和补充的解释，简明扼要记述论文重要内容的短文。摘要是论文的缩影，是对论

文的内容、观点、方法、成果和结论进行高度概括和浓缩，便于读者了解全文的

梗概。 

摘要在语言上应当短小精悍，提纲携领，言简意赅，重点突出。篇幅应控制

在 300字以内。 

摘要部分应翻译成英文（外文）。 

3.关键词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内容主题的词或词组，是从论文题名、正文或摘要中提取

的能表征论文主题内容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关键词一般 3—5个。 

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按词条的外延层次排列（外延大的排在前面）。 

关键词应翻译成英文（外文）。 

4.目录 

目录是论文中内容标题的集合。目录独立成页，与正文页码分开。包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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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部章节的标题及页码，含正文章节、参考文献、附录、致谢等内容的页码。 

5.正文 

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包括：绪论、主体和结论三部分，正文

一般还包括附加的文献、引证、脚注。 

（1）绪论 

也可以称为序言，引言，或者导论。作为第一章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开端，一

般用来阐述论文的背景及目的、研究课题的缘起、理论和现实意义、完成任务的

条件，将采取的对策、手段、步骤和应达到的目标，也可以用以说明论文的整体

结构。 

引言主要内容包括：写作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写作方

法、写作思路和主要创新点。写作背景为论文写作的前提和基础，为问题的提出

做铺垫或直接引出问题。本科生毕业论文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引出研究问题（详

见范文二），也可以直接通过规范分析或实证研究引出所写问题（详见范文一）。

文献综述部分要注意选择文献的权威性、科学性、全面性。法学主要写作方法包

括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法研究方法，此外，根据论题需要可能还包括

历史研究法、法经济学研究方法、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等，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准确

运用。写作思路是对相关研究问题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需要作出进一步研究的写作

框架，要坚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步分析法展开。创新

点的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张。 

（2）主体 

论文主体，也称本论，是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研究、分析、论证以及学术

见解形成的所有过程，是对研究工作的详细表述。它包括文献资料的综述，一般

由标题、文字、表格或公式等部分组成。该部分要运用各方面的理论研究方法分

析问题、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主体的撰写，要求论据和论点准确、清晰、实事求是、简短精炼、合乎逻辑。

主体正文中可以在论证和研究具体问题之后使用“小结”。 

①提出问题。 

问题的提出可以基于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也可以基于一组案例的统计分析，

甚至也可以来源于一个个案。但要注意是真问题且有掌控能力。论文开始章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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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以“概述”“理论基础”“概念与特征”等教科书式写法开篇，要单刀直入，直

接提出问题，树立靶子。 

②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也即对如何解决问题进行论证，不必限于一章，这是文章的主要内

容。可以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调研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或者历史分析法和法经济

学研究方法等。需注意的是比较法研究方法的使用不要讲比较法的规定单独成章，

而要把合适的制度经验融入到上述具体论证过程中去。 

③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一定要与问题提出中的问题对应，不要凭空嫁接一些“立法建议”“完

善建议”。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后所得出的结论才应是本部分的核心。 

6.结论 

结论，用于总结性地说明毕业论文的最终研究成果及其价值，是全文的思想

精髓和文章价值的体现。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且是从全篇论文的全

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总观念、

总见解。 

结论应是该论文的最终的、总体的结论。换句话说，结论应是整篇论文的结

局，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也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

单重复。结论部分的写作要求是：措词严谨，逻辑严密，文字具体。结论在文字

用语上不应夸大，对尚不能完全肯定的内容注意留有余地。 

内容一般应包括：（1）论文的基本观点；（2）对前人有关的看法作了哪些修正、

补充、发展、证实或否定；（3）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其主要理由）；（4）论文的局

限、不足和遗留未予解决的问题；（4）立法或者司法制度上进行完善的建议。 

7.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论文的科学依据，以及表明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并

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应在论文之后列出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指作者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所参考的文献，是

毕业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毕业论文的引用文献必须在文中引用处体现出来，

按作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章节或起止页码排

列。如列出多位作者的参考文献，应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依次排列，外国作者



 

165 

按其姓汉语翻译的拼音排序；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其著作一律排在论文前面。引用在网络媒体首次发表研究成果的，必须注明网址；

对于非首次发表的网络资料，必须注明其首次发表的媒体名称。 

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一般应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

版物上的文献。所参考的私人通信和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一般不宜列入参考文献

表，可紧跟在引用的内容之后在文内注释或标注在页下。参考文献一律放在论文

结论后，不得放在各章之后。每条文献的项目必须完整，诸项缺一不可。 

注意：未在正文脚注中出现的文献，一般不列入参考文献之中。 

8.附录 

有些材料编入文章主体会有损于编排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或有碍于文章结构

的紧凑和突出主题思想等，但是又有其特定价值的，可以编入毕业论文的附录中，

位于全文的末尾。附录是作为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但是，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 

下列内容可以考虑作为附录编于论文之后：（1）为了整篇论文材料的完整，

但编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的条理和逻辑性，这一材料包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

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建议可以阅读的参考文献题录， 对了解正文内容

有用的补充信息等。（2）由于篇幅过大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

（3）不便于编入正文的罕见珍贵资料。（4）对本专业同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5）

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框图、结构图、统计表等。 

附录的序号用 A，B，C……系列，如附录 A，附录 B……。附录中的公式、

图和表的编号分别用（A1），（A2）……系列；图 A1，图 A2……系列；表 A1，表

A2……系列。也可以使用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系列。 

9.致谢或者后记 

在文章结尾处，通常以简短的文字，对论文过程中曾给予自己指导、帮助过

的老师，或者其他对于毕业论文的形成作过贡献的组织或个人予以感谢的文字记

载，内容要实在，语言要诚恳、恰当、简短。 

致谢或者后记部分，并非必需。致谢和后记，可以分别设置，也可以统一为

一部分，统一为“致谢”或者其他名称，一般在正文之后。 

后记或者致谢的内容，包括：（1）对协助完成研究工作和提供便利条件的组

织或个人；（2）对在研究工作中提出建议和提供帮助的人；（3）对给予转载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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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的资料、图片、文献、研究思想和设想的所有者；（4）对其他应感谢的组织

和个人。 

'"óô-.0�4tE+ 

评议指标 优秀 良好 一般 不合格 

选题 
 
 

选题合理，属于该专业

学位领域研究范畴；基

于作者实习或实际调

研，有明确的现实背

景；研究目的明确，研

究具有实用价值或现

实意义。 

选题合理，属于

该专业学位领域

研究范畴；研究

目的较为明确。 

选题尚可，属于

该专业学位领域

研究范畴。 

选题存在一定

问题，研究目

的不清。 

论证过程 
 
 

从提出、分析到解决问

题过程完整；研究思路

清晰，有一定的提炼、

分析和归纳能力，具有

独立见解；研究方法规

范，研究方案或对策具

有可操作性；研究工作

量饱满，有一定的研究

难度。 

从提出、分析到

解决问题过程较

为完整；研究思

路比较清晰；研

究方法比较规

范，研究方案或

对策具有一定的

可操作性；研究

工作量饱满，有

一定的研究难

度。 

从提出、分析到

解决问题过程较

为完整；研究方

法比较规范；研

究工作量饱满。 

提出、分析、

解决问题的论

证过程不完

整；研究方法

缺乏规范；研

究工作量不

足。 

知识运用 
 

较好应用专业原理或

理论，体现专业视角；

较好运用专业研究方

法或工具进行研究；有

足够的实证材料和论

据支撑，案例与数据丰

富、可靠。 

应用了一定的专

业原理或理论；

运用了专业研究

方法或工具进行

研究；有一定的

实证材料和论据

支撑，案例与数

据比较丰富、可

靠。 

运用了专业研究

方法或工具进行

研究；实证材料

和论据较为欠

缺，案例与数据

不够丰富、欠缺

可靠性。 

欠缺对专业研

究方法或工具

的运用；实证

材料和论据较

为欠缺，欠缺

案例与数据资

料。 

引文格式 
 
 

格式正确，参考文献和

脚注引用合理。参考文

献数量合理，核心期刊

数量占比较高。 

格式基本正确，

有少数错误。参

考文献数量较为

合理，有一定数

量的核心期刊文

献。 

格式基本正确，

错误较多。参考

文献数量较少，

个别核心期刊文

献。 

格式严重错

误。参考文献

数量严重不

足，几乎没有

核心期刊的参

考文献。 

语法 
 

用词精准、恰当。行文

清晰、准确。语法基本

上没有错误。 

用词比较准确、

恰当。行文比较

清晰、准确。有

个别语法错误。 

用词准确和恰当

缺乏。行文清晰

性和准确性有待

加强。语法错误

较多。 

用词混乱。行

文混乱。大量

语法错误。 

 
 



 

167 

,"F. 

 
!"#'%&

!"#$&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债权人原告

资格研究       !

 

 

 

 

 

 

 

 

 

 

 

 

 

!"# 
W1X$%!"&'(
)*+,-./01
2345678912
:;)<=>?5@A
BCD0>?EFG
HI 
W2XEFJK@AL
M5EFN"@AO
P5EFQRSTI 
W3X£Q#G%±§
"�|²Ye¢£4
¬5�³l8�Gd8
Å$%p|�}lm
�¯5n|´©I 

 



 

168 

摘  要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在决议无效

或不成立的情况下，“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具有

原告资格，这一“等”字保留了债权人决议效力确认之

诉中享有原告资格的讨论空间。对于债权人能否在诸如

决议瑕疵之诉等公司诉讼中享有原告资格的问题，在理

论上仍存许多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体现出不同的裁判

观点。完善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关于债权人原告资格的

规定，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法作为组织法的可诉性，

完善组织法上对债权人的保护路径，更好地发挥公司法

在纠纷解决、平衡公司内外部主体利益保护等方面的功

能，推动公司治理理论在利益相关者方向上的深入发展。

故本文将核心聚焦债权人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

资格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章用案例引出问题，介绍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梳理相关文献，总结司法裁判现状，为下文展开在特殊

情况下赋予债权人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必要性

分析作好准备。 

第二、三、四章结合理论和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来分

析，决议瑕疵诉讼中赋予债权人原告资格的必要性、学

界已有研究中有关决议瑕疵诉讼中债权人的原告资格的

争议点、几种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承认债权人原告资格

的立法方式的可行性，比较得出对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

讼中进行类型化规定最为理想，并给出明确规定的三种

特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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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三种类型化规定，同时对于司法裁判中债权

人“诉的利益”如何判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决议瑕疵诉讼；原告资格；债权人保护；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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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4) of the company law stipulates that 

"shareholders, directors, supervisors, etc. of the company" have the qualification of 

plaintiff when the resolution is invalid or not established. The word "etc" retains the 

discussion space of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in the action of creditor's resolution validity 

confirm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whether creditors can be 

qualified as plaintiffs in company litigation, such as defective resolution litigation,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judicial practice. Perfecting the provisions on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creditors in the litigation of company resolution defects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enhancing the litigability of the company law as the organizational law,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path of creditors in the organizational law, giving better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in dispute resolution, balanc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bjects of the company, and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stakeholders 

Exhibi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creditors in the 

litigation of company resolution defect. 

The first chapter uses cases to lead to problems,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comb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prepares for the following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granting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in the litigation of defective resolution to 

creditor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granting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to the creditor in the action of defective resolution, 

the controversial points about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the creditor in the action of 

defective resolut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several legislative methods of recognizing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the creditor in the action of defective resolution It is the most 

ideal to carry out the type regulation in the defect litigation, and three special types are 

given. 

In the fifth chapter,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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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s forward three types of provisions, and gives his own views on how to judge the 

creditor's "litigation interest" in the judicial judgment. 

 

Key words: defective resolution litigation;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creditor 

protection; organ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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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IJ\KL 

公司决议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大）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虽然股东（大）会、董事

会两者的决议在表决程序等具体操作不同，但其基本原

理相通，在决议效力瑕疵及诉讼方面的问题也如此。因

此，本文为了集中研究及方便说明，将以股东会决议为

对象开展论述。若无特别强调，下文针对股东会决议的

法理分析同样适用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 

公司决议是公司实现内部有效治理的必需方式，在

公司日常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出于公司决议有

内容和程序上较为复杂的要求、管理层易受利益驱动使

制定的决议内容违法或有损公司利益等原因，公司决议

的效力难免会产生瑕疵，此时需要司法介入弥补公司自

治的局限。 

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的建设上，我国《公司法》

第二十二条仅规定了决议可撤销之诉的原告为股东，却

未明确无效之诉中是否可由股东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作为诉讼原告，故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上述问题争议较大。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颁布后，其第一条将我国决议

瑕疵类型确定为“三分法”，除决议无效、可撤销之诉外，

还包括决议不成立之诉，并且规定了决议无效和不成立

诉讼的原告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这一“等”字

保留了债权人拥有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的原告资

格的空间。 

如今，这些规定不仅在理论上仍存在许多争议，而

且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对于作为公司外

部主体的债权人能否拥有公司内部决议瑕疵诉讼的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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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这一问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在公司管理

者利用公司决议掏空公司偿债资产时，合同法及侵权法

等行为法只能在掏空行为发生后才能对债权人进行救

济，导致债权人债权难以得到全部实现。因此，在某些

特殊情况下，当公司作出有关债务的决议时，若债权人

认为该决议与其享有的债权密切相关，且决议有损害债

权的风险，现有行为法及组织法上的其他渠道无法更及

时地保护自身债权，公司决议瑕疵诉讼或许可成为债权

人实现事前救济的有效途径。 

在公司治理问题朝着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方向

的发展潮流下，我国目前学界已有的公司治理相关研究

仍尚未脱离股权逻辑，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

设计上。因此，探讨债权人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

告资格问题，一方面在实践上，有利于平衡公司的内部

治理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维护公司内部治理秩序的稳

定，保障公司外部交易的安全，使得公司发展更加健康

有序；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更具有完善债权人治理理

论从而推动公司治理研究朝利益相关者方向的深入发展

的深远意义。 

1.2 .WõÄ 

1.2.1 6789:;]<*/0!" 

决议瑕疵诉讼立法模式的不同核心在于对决议行为

的法律性质认识不同，对决议行为法律性质的不同认识

影响了学者们对决议行为的外部效力的判断、对普通民

事诉讼规则是否适用及多大程度适用于公司决议瑕疵诉

讼的看法，故也影响到对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原告资格的

认定。《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出台前，国内对公司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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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瑕疵诉讼的研究主要在实体法层面，集中在“二分法”与“三分法”的争论上，

学界通说认为“三分法”更合理。对于是否需要增加决议不成立之诉这个分类，

从逻辑上说，学者大多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一面是论述以决议瑕疵程度为判断

标准，分为无效和可撤销的“二分法”所暴露出的不足；一面则是以决议作为法

律行为理论基石，展开论述新设决议不成立这一类别的必要性。例如，柯芳枝

（2004）、钱玉林（2005）认为“二分法”虽然较容易适用，但缺点在于未涵盖无

决议机关或决议不存在的情形。13李建伟（2020）等学者支持“三分法”，认为公

司决议是法律行为，适用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要件，决议行为在不具备成立要件

时，应当认为“决议不成立”。14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立法上，《德国商法典》

第三百八十条规定了决议不成立之诉，《日本商法典》1981年修法也在第二百五十

二条规定了决议不存在之诉，15《韩国商法典》亦于 1984 年在第三百八十条明确

了确认决议不存在之诉。16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也采用了“三分法”，将

决议的成立与生效区分开来。由此，实体法上的争议暂时结束，而决议瑕疵诉讼

的程序法问题愈加突出，尤其是决议瑕疵诉讼的主体范围方面。 

1.2.2 67=r>?@<A:pBCD]¼EãFPG!" 

正如 “三分法”的立法逻辑在于公司决议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部分坚持“三

分法”的学者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主体问题上，也坚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

条款，认为原告是与决议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权利受损害的任何主体，即存在“诉

的利益”的主体均具有原告资格。例如，杜万华法官（2017）认为，对于决议不

成立或无效之诉来说，尽管由于争议太大，征求意见稿中列出的债权人的起诉权

在正式稿中删除，但正式稿的“等”字仍肯定了债权人是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与

公司决议有直接利害关系。17 

然而，石少侠（2017）认为，公司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是否具有原告资

 
13 参见柯芳枝.公司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272；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M].北京：法律
出版社,2005:275.  
14 李建伟.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研究——《民法典》第 85条法教义学分析[J].法学评论,2020,38(04):23-36. 
15 参见［日］近藤光男, 梁巧巧译.最新日本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06.� 
16 参见［韩］郑炼亨, 崔文玉译.韩国公司法[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284.  
17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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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应当具体分析，公司债权人有交易债权人、机构贷款人和公司债债券持有人，

前两类无权提起公司决议瑕疵之诉，但因我国《公司法》没有确立公司债管理人

或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应确认第三类可提起公司

决议瑕疵之诉。18 

也有学者完全否认了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中债权人的原告资格。王雷

（2016）认为，公司决议属于公司内部意思形成阶段，原则上，对于公司纯粹内

部纠纷，应维护公司决议的效力；当公司与善意第三人产生外部纠纷时，则应基

于商事外观主义，适用表见代表、公司登记等规则对其进行认定，从而实现对第

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故不应确立债权人等第三人的起诉资格。19丁勇（2019）则

指出，基于公司决议组织法特性，本质而言，决议只是公司在内部成员和机关的

帮助下形成自己意志的机制和结果，不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故它只对公司内部

主体具有约束力，而对债权人这一外部主体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因此债权

人的利益不会被决议侵害，债权人也对决议效力无请求权和诉权。20 

1.2.3 67�HIA:pBCD]¼EãFPG!" 

学界通说认为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只有股东，故债权人无原告资格。只

要具备股东身份，就应推定有诉讼利益，属于适格原告21，这主要是决议可撤销之

诉的性质与功能决定的。 

李志刚（2018）认为，决议可撤销之诉应当属于形成之诉，由于其撤销事由

比无效之诉的瑕疵程度更轻，故其更须注意维护决议之稳定性。因此，应当限制

原告范围，从而不仅能维护公司内部治理的合法有效，而且能保持公司法律关系

的安定。22 

王湘淳（2018）则认为，决议撤销之诉属于形成之诉，决议撤销诉讼的功能

 
18 参见石少侠.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若干规定的理解与评析[J].当代法学,2017,31(06):99-105.  
19 参见王雷.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释与完善——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 4～9 条规定
[J].清华法学,2016 (05): 183. 
20 参见丁勇.组织法的诉讼构造:公司决议纠纷诉讼规则重构[J].中国法学,2019(05):97-116. 
21 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68；谢文哲.公司法上的纠纷之特殊诉讼机制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109；李建伟.公司诉讼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98-200.  
22 参见李志刚.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规范、法理与实践[J].法学家,2018(04):80-95+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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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保护个体股东为主，维护决议适法为辅。23 

邓峰（2009）认为，公司决议瑕疵撤销之诉具有双重功能，既有保护股东的

个人利益不受瑕疵决议侵害的权利保障功能，也有维护决议稳定合法的控制功能，

且后一功能是根本。24 

总结各学者观点，可以发现学界大多数同意决议可撤销之诉应当为形成之诉，

可撤销之诉的撤销事由比决议无效之诉的瑕疵程度要小，故其功能主要是保护股

东个人利益和维护决议秩序稳定性两方面，无论最终其功能应侧重于这两者之中

哪个方面，都应当排除公司外部主体对这类瑕疵程度较轻的决议的干扰以防止滥

诉，所以在决议可撤销之诉中债权人应当不具备原告资格。 

1.3 9:ö÷\OP 

1.3.1 !"JK 

本文将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债权

人原告资格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章用案例引出问题。本章以以游卓凡与深圳华特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决

议效力确认纠纷为例，展现司法实践中对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认

定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同时，本章将介绍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梳理现有的相关

文献，总结司法裁判案例群中该问题的具体体现，为下文展开在特殊情况下赋予

债权人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必要性分析作好准备。 

第二、三、四章分析问题。在结合国外相关法律制度的情况下，第二章对学

界已有的有关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第三章

解释了确立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必要性，第四章分析了几种确

立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立法方式的可行性，比较得出对债权人

在决议瑕疵诉讼中对三种确有必要确立债权人原告资格的特殊情况进行类型化规

定的方式最为理想，并明确指出应规定的三种特殊类型。 

 
23 参见王湘淳.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功能重校与规则再造[J].法学论坛,2018,33(01):133-142. 
24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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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解决问题。鉴于前文对承认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本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国的类型化规定。同时，

对于司法裁判中债权人“诉的利益”如何判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3.2 !")* 

1. 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立足于客观事实本身，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

题。从法学的角度看，实证研究的对象就是实在的国家制定法。本文将以中国现

有法律文本和部分司法裁判案例为研究对象，以对我国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

的原告资格的立法和司法裁判认定现状进行研究。 

2. 规范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回答现象 “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致力于解释、

分析法律规范，文献研究也属于规范分析法的范畴。文献集中展现了现有的研究

成果，因此本文先对文献中相关理论进行学习、梳理和分析，对现有认定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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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理论困境进行反思与分析，为后续类型化研究和

提出立法建议夯实基础。接着，本文梳理了相关法律规范，反思我国现有的组织

法特别法和诉讼法一般法规定对决议瑕疵诉讼中债权人原告资格在协调适用上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司法适用的新思路。 

3. 比较研究法。在法学领域，主要将域外法律制度同我国进行比较研究。本

文将比较其他国家的决议瑕疵诉讼原告制度，以归纳整理相关的立法经验。 

4.类型化研究法。类型化研究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想要类型化的事物进行具体

分类，构建类型化之基本框架，再根据自身需要往框架中丰富内容。本文对几种

承认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特殊情况进行了类型化研究，并在最

后一章得出类型化规定的结论。 

1.4 <.TUV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目前立法上关于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规定尚未十分明

确，学界已有研究也较少。因此，本文对三种特殊情况下承认债权人在决议瑕疵

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现有立法将这三种特别

情况进行类型化规定是最优的选择，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组织法上的对债权人的特

别保护路径，并使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更完整，更推动公司治理理论在保护利益相

关者方向的深入发展。 

第二，本文发现在司法实务中对债权人在瑕疵决议中的“诉的利益”“直接利

害关系”的判定存在着解释较为简单模糊的问题，因此结合组织法特性和民事诉

讼法一般规定的有关理论，给出关于债权人和与债权相关的瑕疵决议存在“诉的

利益”“直接利害关系”的分析思路，并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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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立债权人原告资格的必要性 

确立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本质是为了保护在公司经营中处

于信息劣势地位的债权人利益，实现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 

宏观背景层面，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经济的繁荣使社会形成私人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的观念，资本被认为是企业建立的根基，受到无与伦比的追捧。在公司

中，股东的地位也因此被抬高到无上程度，股东中心主义亦成为当时公司治理的

基本准则。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的深入发展、气候暖化等世界性环境问题的出现、

贸易与资本全球化下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股东至上理论在公司治理的实践中日

益暴露其无法弥补的缺陷。首先，在股东至上理论中，出于股权分散的大型公司

的大中小股东利益地位不同、投资者为多家公司股东而公司之间利益冲突等原因，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标准难以确定。其次，在资本市场的失灵、人的行为非理

性、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等影响下，自 20世纪 60-70年代始，域外许多国家日益

关注企业的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环境管理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股东至上理论

中无法得到有力的解释，因此现代公司的经营活动需要包容性更强的利益相关者

理论来支持，这推动了各国理论和立法实践在公司治理上日益关注利益相关者的

权利保护问题，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参与和利益保护也日益得到重视。在我国

银行为主导的债权融资模式下，债权治理却未有效发挥作用，这使得立法强化对

作为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债权人的保护更为迫切。 

微观主体层面，公司作为重要的商事交易主体，其资产等于公司负债加上所

有者权益，其中，股东投入股权资本获得股权请求权，债权人债权人投入债券资

本获得债权请求权，他们都依据公司资产获得权利保障，因此两者的利益分配根

本上就有冲突。在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的状态下，债权人仅通过行为法的一般性债

权保护体系即可实现对债权的救济。然而，公司作为重要的商事组织，具备商事

组织法的特殊性，需要组织法上针对其商业特点进行特殊规范。比如，公司独立

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制度的设计，使得本因信息不对称而在公司经营中处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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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股东出于私人利益强化了投机主义动机。当公司经营恶化，资产负债率较

高，甚至陷入流动性困境时，拥有控制权的股东为了抵消股权所面临的风险，有

动机通过公司决议违法将其面临的风险转移给债权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

在组织法上应当强化对债权人的特殊保护。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有限制性地确立债

权人的原告资格，可以及时在公司决议作出后但债权损害发生前对债权人利益进

行有必要的事前保护，从而降低债权人保护债权的成本，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

的利益，增强股东与债权人在商业交易中的信任，从而提高商业运行效率，更好

地实现商事法律制度设计的目标和宗旨。 

2.1 øù¯°úZ-�@ûü�ý\ÙÚþZ¼) 

随着现代工业深入发展、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大公司时代的到来，股东

至上理论的缺陷日益暴露。首先，股东至上理论中，出于股权分散的大型公司的

大中小股东利益地位不同、投资者为多家公司股东而公司之间利益冲突等原因，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标准难以确定。其次，资本市场失灵、人的行为非理性、

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等因素使许多国家日益关注企业的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环

境管理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股东至上理论中难以得到有力的解释，因此现代公

司的经营活动需要包容性更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来支持，这推动了各国理论和立

法实践在公司治理上日益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护问题，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

的参与和利益保护也日益得到重视。 

在理论上，利益相关者在狭义上指除股东之外的公司利益相关方。米切尔指

出，债权人拥有法律赋予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其意见受到公司管理层重视，并

影响甚至参与公司决策，故其是地位仅后于股东和员工的公司核心利益相关方。25

国内学者邓汉慧、张子刚（2006）等则强调债权人与企业关系最为密切，是第一

类核心利益相关者之一。26由此观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质就是将公司利害关系

人纳入企业所有者范围中，基于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正当权利基础参与公司内部治

理，而债权人是企业维持经营发展重要的资金提供者，理所应当是企业的核心利

 
25 参见沈晨光.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6. 
26 参见邓汉慧,张子刚.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J].科研管理,2006(01):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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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者，这成为支持债权人参与公司内部治理的理论依据之一。 

在立法实践中，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许多国家陆续改革公司法，其中，立

法重点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比如，美国的新公司法针对当时的恶意收购浪

潮，要求企业经营者还要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服务，允许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利害关

系人参与公司治理。日本《公司治理原则》列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

强调公司是各类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合作组织。我国早在 2005年《公司法》第五条

增加了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并在第二十条增加了法人格否认制度，这些条

文都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的制定早已倾向于保护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债权人。27 

我国属于资本市场尚未足够发达的国家，企业主要通过向银行借债的方式进

行融资，债权治理因而发挥重要的作用。债权治理方式下，控制权由股东向债权

人转移，而债权人的控制相较公司股东及管理层更为严厉，有利于监督公司正确

选择项目，从而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抑制企业低效率的投资。然而，根据学

者对我国债权治理的效率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28我国公司的债权治理机制没有

良好运行。因此，我国立法继续强化对债权人这一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更显得尤为

必要。 

2.2 �øÿ!H"#\ûü�$%@øù&' 

公司治理理论强调了公司治理致力于三个主要利益冲突问题，其中之一即是

“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制度的

运行下，公司借款后，股东会因其能受益于公司的成功而个人资产却不受公司失

败的影响，受到激励去从事有利于自身却有损于债权人的行为。这类行为表现方

式纷繁多样，最为常见的即是股东可能会为一己之私攫取公司财产，即“稀释资

产”，此时能改善股东的境况，却因减少了公司可以偿债的财产而损害债权人的利

益。29因此，决议瑕疵诉讼中承认债权人的原告资格，可以强化对债权人在债权损

害发生前的保护，有利于缓解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分析如下： 

 
27 参见沈晨光.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3-77. 
28 参见沈晨光.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0-51. 
29 参见（美）莱纳·克拉克曼；（美）亨利·汉斯曼，（英）约翰·阿莫等著；罗培新译. 公司法剖析:比较与
功能的视角 第 2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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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LMN�BCD¶áâOPpQRS]æç 

风险是指某种损失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可能性，其中，损失即人们的理想目

标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从法律上看，公司是一个法律实体；从金融的角度分

析，公司是一个投资工具债权人和股东作为投资者，向公司注入不同种类的资本

并获得不同种类的法律权利。债权人投入债券资本并获得债权请求权，股东投入

股权资本获得股权请求权。在公司经营中，债权人和股东依据各自的请求权向公

司主张不同的权益，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30 

2.2.1.1 债权人的债权风险 

债权人一经建立起合同关系就面临第一个风险，即由于技术或疏忽等原因，

合同的条款可能一开始就不合适，以至于合同条件不能准确反映相对方不履约的

风险，从金融角度即在签订时合同债权的净现值就低于合同面值。一旦债权人签

订了合同，他们就面临债权随后将贬值的风险，这种风险表现为债务人不能完全

履约或不愿意完全履约的概率增加。在公司面临流动性困境导致无力偿债的情况

下，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会给债权人利益带来风险，例如，他们可能会采取更激

进的投资行为，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公司资产。其次，债权人和公司控制权人

之间对公司经营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控制权人不对债权人披露信息，债权人可能

丧失保护其债权价值的机会，承担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 

2.2.1.2 股东的股权风险 

股权是相对于债权的剩余请求权。按照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只有在偿还债

权之后，或者确保债权清偿不会受到影响之后，股东才能行使股息、盈余、剩余

资产分配权利。因为股权是剩余所有权，所以股东必须承担公司经营失败带来的

风险，同时在公司经营中追求更大的投资风险也能获得更大的投资剩余利益。并

且，由于拥有控制权，在公司经营不善产生流动性困境下，股东又完全可以通过

行使控制权来抵消股权所面临的风险，将股东面临的风险转移给债权人，这就加

剧了股东的风险偏好倾向。 

由此观之，对于公司经营，期望获得足够的公司偿债财产的债权人是偏向风

 
30 参见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中债权人与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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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厌恶的，而股东基于剩余利益请求权是偏向风险喜好的，股东和债权人在风险

偏好立场上完全不同。而且，由于股东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在公司经营不善产

生流动性困境下，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控制权来抵消股权所面临的风险，将股

东面临的风险转移给债权人，由此股东更偏好加大风险，同时加剧了债权人的风

险厌恶。在决议瑕疵诉讼中赋予债权人以原告资格，能在股东作出加大风险的公

司决议时方便与决议相关的债权人及时识别和规避风险，减小债权受损害的可能

性，从而平衡两方的风险负担。 

2.2.2 TUBCD�V]WXKY 

有限责任制度会在公司陷入流动性困境时加剧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确

立债权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可以在特殊情况即将

使公司陷入流动性困境时，及时保护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投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依合同到期回收本金并获得额外的固定利息，

其只能享受到固定报酬，而股东享有企业剩余经济利益的权利，即扣除债权人固

定收益后的超额利益。31由此看出，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分配是冲突的。然而，股

东为追逐更高的剩余收益，必然产生最大限度地利用债务融资扩大投资规模的动

机，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却更加强化了该动机，“有限责任并非消灭了公司经营失

败之风险，只不过将风险从股东转移至公司债权人”32。 

我们可以站在公司经营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公司从正常经营到陷入

流动性困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正常经营状态下，公司因为资产大于负债且流动性充裕，故具备偿债能力，

债权人一般只需根据债权合同即可保护其债权利益。这种情况下，股权与债权之

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债权人一般不需要债权合同之外的保护。 

然而，当公司已经处于经营亏损或甚至出现流动性降低至无力偿债的时候，

债权人仅仅依靠合同法与侵权法规则已经不足以保护自己的债权利益了，因为有

限责任制度这一公司法人的基本特征在此时加剧了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有

 
31 参见林勇军.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债权人保护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84. 
32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 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199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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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的实质是股东完成出资任务后，不再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但是，根

据公司治理理论，股东是公司的剩余所有人，享有公司的剩余控制权，能直接或

间接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这样，有限责任制度下就出现了一对股东和债权人的

矛盾：股东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又不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如果在股东

的操纵下公司执行了对债权人有害的行为，股东不必以其个人财产对债权人负责。

当公司出现流动性困境，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营运状况以及偿债能力显示其处

于无力偿债状态时，有限责任制度造成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股

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差别开始放大了。这时，拥有公司控制权的股东和不拥有

公司控制权的债权人之间的激励会有显著的不同。股东可能更倾向于冒险的经营

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对债权人是不利的。当公司陷入无力偿债的状态时，债权人

的利益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符，而股东的利益则与利益立场相同的

公司整体和债权人出现根本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是有限责任制度造成的矛盾

被无力偿债时公司的资本结构所放大的结果。33 

某些特殊情况下，股东作出的瑕疵决议即是股东利用有限责任制度恶意损害

债权人利益的结果。比如，股东会作出违反《公司法》第 166 条“未盈先分”的

决议，以及作出违反公司和债权人特殊的限制分红和担保等契约安排的决议，都

使股东在公司尚未实现较好的经营，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情况下，利用分红或对外

担保等手段将公司财产转移给股东自身。这些行为极易导致公司的流动性显著降

低，甚至陷入无力偿债的困境，此时公司用于偿债的财产显著减少，偿债能力迅

速降低，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因此，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有限制地确立债权

人的原告资格，有利于在公司作出瑕疵决议而债权尚未实质受损之前，及时追回

公司用于偿债的财产，从而在事前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更好的保护。 

2.2.3 *Zê:ØUÒ[?LMN�BCD\] 

公平正义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利益衡平是在综合考虑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设

计法律制度的一种法律工具。34利益平衡作为法学方法论登上历史舞台发端于耶林

 
33 参见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中债权人与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45. 
34 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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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耶林指出，法律的目的是维持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从而实现利己和利他的

统一，建立个人与社会的伙伴关系。36卡尔·拉伦茨亦认为，“个案之中法益衡量

是法的续造的一种方法，在一些法律尚未确立解决规则的空白领域，它有助于答

复其中的规范冲突问题。”37可见，拉伦茨的“法益衡量”实质仍然是利益平衡，

其功能主要在于填补法律漏洞，为司法裁判的作出提供更为强大有力的依据。从

域外法学家关于利益法学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利益平衡不仅是一种法学

方法论上的证明手段，更是法律的本质和目的。利益平衡从法的运行机理角度出

发，可以分为立法上的利益平衡和司法裁判上的利益平衡。前者的平衡是对无时

无刻均处在冲突状态之中的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后者的平衡是对那些不满足第

一次利益分配而诉诸国家公权力干预所得到的再次分配。38 

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有限制地赋予债权人以原告资格，实质是进行第一次利益

的分配，这种分配的正当性源自国家作为公权力的集中代表，享有从社会整体利

益出发的视角对债权人与股东两者的利益进行分配的权力。而法院在决议瑕疵诉

讼中可以通过个案的司法活动实现对第一次利益分配的矫正。两层利益分配是公

司法人制度发展过程中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需要，是法律的本质和目的，因此讨

论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坚持的政策目标首先是维护利益公平。

根据一般的公司治理原理，公司的控制权一般由控股股东、董事会等高管掌握，

这种控制权制度加上有限责任制度可能把债权人置于不利境地。控制权人可能利

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越是接近破产，作为控制权人的控股股东

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就越严重，这种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债权人处于一种劣势

地位，所以必须从法律上进行制度设计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实现公平。

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利益相关者的最终目标是保护其权利所代表的经济价值，因

此实现利益的衡平有利于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 

 
35 德国著名法学家。 
36 参见张文显著.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129. 
37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陈爱娥译. 法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86.  
38 参见李震东.公司重整中债权人利益衡平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36. 



 

188 

2.2.4 *Zê:ØUÒ[^_r`ká? 

尽管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但是法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发现，当法

律规则的选择受到公平正义概念影响时，制度设计所影响的群体整体福利可能会

下降，当法律过度干预时，甚至造成“没有效率的保护”。39因此，决议瑕疵诉讼

中的债权人原告资格制度的设计应当体现效率，考虑其是否能提高公司经营及整

个商事交易运行的效率，且以最少的制度设计成本实现尽可能全面覆盖与之相关

的债权人可能面临的风险，但是对债权人的保护也必须适度，进行利益的衡平。

由此观之，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要求既不能完全否认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

告资格，听任债权人受公司控制权人利用内部决议对其利益掠夺，也不能为债权

人提供过度的保护导致干扰公司决议的稳定性。为了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债权

人决议瑕疵诉讼的原告制度，应当先明确在哪些特殊情况下债权人面临的风险使

其有必要提起决议瑕疵之诉，哪些情况下法律不应该保护其起诉资格而应由债权

人自行寻求其他方式的救济，从而维护公司决议秩序的稳定。因此，在特殊情况

下有限制地赋予债权人原告资格，可以让债权人在损害发生不久后及时索回被股

东攫取的公司财产以保护自身利益，从而缓解“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

突，这有利于实现股东和债权人双方共赢，既有利于增强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相

互信任从而降低公司的债权融资成本，又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兼顾

了效率与公平。比如，在公司股东违反《公司法》第 166 条作出“未盈先分”的

决议时，该决议不可能会被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股东、董事、监事宣告无效，

只有确立债权人提起决议无效之诉的原告资格，让与该决议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

债权人起诉，当决议被判定无效后，股东获得的分红构成不当得利故必须返还给

公司，从而增加公司用于偿债的财产。 

 
39 参见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中债权人与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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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a*buBCD]cd¹¶Ö×� 

目前我国债权人的保护路径主要依赖行为法，通常，公司债权人只能依据行

为法中的《合同法》违约责任、债权人代位权与撤销权，《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不

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条款，以及债的担保、债的保全相关法条，根据自身与公司

的法律关系对债权进行事后救济。行为法的债权保障措施基本能满足一般的债权

保障需要，因而拥有无法替代的基础地位，但同时，这些措施在适用于保护具有

特殊性的债权人时仍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行为法的债权保障条款只能提供一般保护，无法顾及当事人身份和法

律关系的特殊性。行为法仅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之权利义务问题作了一般回答，

这些规定只能在基础的层面来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债之关系的债权人保护。然而，

商事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相较于民事合同更具商业特殊性，相应地，商

法对商人债权人提供的保护也与民法一般规定不同，会更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殊

性。 

其次，行为法中债的担保条款存在缺陷。虽然债权人就担保物有相对于普通

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但担保物能担保多项债权，且由于受市场风险、公司经营、

使用情况等原因影响，担保物的价值难以确定和持续，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可能会

遭受损失。 

最后，行为法对债权人的保护以债的关系成立为前提, 强调在损害发生后实施

事后救济。然而，以公司为债务人的债权人，因为有限责任制度和独立法人地位

加剧了公司管理层以公司为责任承担者实施投机行为的动机，从而进一步加大债

权人利益的损害，所以公司债权人在权益保护方面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

了债权人面临更高的风险，因此，在公司法中设计债权人的特殊保护措施十分必

须, 故世界众多国家的公司法都明确把保护债权人利益列为立法的其中一项宗旨, 

并以法人格否认、资本制度以及信息公开等具体制度来贯彻落实。由此观之，在

组织法中探求保护债权权益的特殊路径, 是对公司债权人特殊性的充分考虑, 也

是更加有针对性的立法设计，有利于在违约损害发生前及时保护，减少保护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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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 

2.3.2 ef*uBCD]ghcdKYÒij 

公司法是组织法并不意味着公司法只具有为公司提供完整的治理体系的组织

塑造的静态功能，其还具有解决公司三大利益冲突的纠纷解决动态功能。《公司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表明，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实证法的支持，公司法的动态功能明确包括对债权人

的权益保护，只不过在法益保护上，公司法有差序格局，强调了应当在保护了公

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后适当兼顾债权人的权益保护。 

2.3.2.1 已有保护路径中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债权人原告资格制度尚需完善 

独立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降低了股东的风险，当今认缴制改革的

背景更是在公司资本制度上增强了股东的出资自由，如取消最低资本限制等措施，

这使得组织法层面上加强对债权的保护以平衡债权人的利益显得更加重要。 

在组织法层面梳理已有债权人的保护路径，主要有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赋予

债权人原告资格、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和十四条来允许公司债权

人追究瑕疵出资股东的出资责任、公司法第十六条限制公司对外担保、法人格否

认规则的应用这四条路径，后三条路径的具体规定和司法适用已经完善，在股东

瑕疵出资、公司对外担保和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三个特定情况下对债权人予以

保护。这些债权人保护路径中，只有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债权人的原告资格问题

立法尚有不明确之处，且公司法动态功能实现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公司法的可诉性

40。类型化规定赋予债权人原告资格的情况，既能防止直接将债权人列明在无效或

不成立、可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中带来债权人滥诉而降低公司运行效率、损害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又能平衡债权人的利益，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司法利益保护

的动态功能。 

2.3.2.2 我国尚未建立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 

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源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域外部分国家设置了债权人派

生诉讼的相关条款。比如，日本《商法典》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允许债权

 
40 赵万一,张长健.后立法时代的中国公司法可诉性[J].北方法学,2014,8(01):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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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就公司合并无效对董事提起派生诉讼；加拿大《公司法》直接建立了债权人

法定派生诉讼制度，其第二百三十八、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公司任何利害关系人均

可向法院提出申请，允许其代表公司或其附属法人团体提起或介入这些法人团体

为当事人的诉讼。41然而，我国目前仅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未建立完整的债权

人派生诉讼制度，仅在个别条款允许债权人针对股东特定的损害公司利益且与债

权人自身债权利益相关的行为起诉，且起诉时债权人是基于自身身份而非代表公

司行使诉权。 

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强调其是直接诉讼制度的“例外”，即，当公司利益可能

或实际遭受损失且公司自身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况下，为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允许

债权人代表公司对其内外部致害主体提起要求停止侵害或赔偿损失的一种诉讼制

度。42本文讨论该制度，是因为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债权人的原告资格制度与该制

度密切相关： 

首先，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方面由于当公司陷入无力偿债的状态时，债

权人的利益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符，所以两种制度都有利于保护公

司利益不受损害，保障了公司用于偿债的财产，进而间接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债权

利益；另一方面两项制度均强调是直接诉讼制度的“例外”，即为了维护公司正常

秩序的良好运行，一般情况不允许债权人提起诉讼，只有在特别必要的情况下才

确立债权人的原告资格，防止债权人干扰公司为正常经营目的的决策，更好地体

现了组织法特性。 

其次，两者的相异之处在于： 

（1）在诉讼主体上，前者的当事人是债权人与公司双方，债权人作为公司外

部主体对公司决议起诉，故被告为独立法人的公司整体；后者的当事人是公司与

公司内外部主体中损害公司利益的致害者，债权人是代表公司行使诉权，故原告

为公司，被告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致害者。 

（2）在诉讼性质上，前者属于确认之诉或形成之诉，后者则属于给付之诉。 

（3）在诉的利益上，前者强调债权人出于自身“诉的利益”对公司瑕疵决议

 
41 参见徐威兰.论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及其实践[J].商场现代化,2008(03):266-267. 
42 参见李哲松.韩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2. 



 

192 

起诉，而后者强调代表公司整体利益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起诉。 

（4）在诉讼客体上，前者是针对与债权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司决议效力，后

者则针对公司内外损害公司利益的致害者对公司的侵权关系。 

（5）在发挥作用的阶段上，前者强调对债权人利益的事前救济，即在公司决

议通过这一内部意思形成阶段而尚未实际作出损害债权的外部行为时即提起诉

讼；后者则强调对公司整体利益的事后救济，即针对已经发生的损害公司利益而

公司又怠于行使诉权时起诉。 

由于我国目前并未建立完整的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债

权人的利益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符，债权人较股东更有动机阻止损

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却未得到支持，故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有限制性地确立债

权人的原告资格，有利于弥补这一缺憾，这不仅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更有

利于减少损害公司财产的行为，促进公司实现价值最大化，使得公司发展更加健

康有序，更有效地实现组织法的目标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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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法的组织性与债权人的诉讼资格 

普通的民事诉讼中，判断原告是否适格的要件即当事人是否存在诉的利益，

而是否存在诉的利益关键在于诉讼标的所涉及之权利能否受到判决保护，这关系

到原告的实体法地位能否使其获得裁判保护的问题。公司的组织性使公司存在内

部法律关系与外部法律关系之分，这导致公司决议瑕疵之诉中的原告资格问题兼

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双重法理。其中，判断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是否应具

备原告资格，应当判断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是否具备诉的利益，这涉及到债

权人在公司法中的地位能否让其权利获得公司法的保护。 

部分学者支持债权人在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中享有原告资格的理由是，股

东之外的人员提起的决议瑕疵诉讼仍属于普通诉讼，只不过其私权利受到公司决

议波及故寻求司法救济，因此可以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则。比如，在“诉

的利益”要件上，直接判断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受到决议影响即可认定其是否与公

司决议存在“直接利害关系”。43 

然而，这种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指出，公司法上的诉在主体结

构和实体法依据上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差异。公司法上的诉的主要实体法依据为

公司法，且其涉及的纠纷集中在公司作为组织体的相关法律关系上，这种法律关

系的差异性导致了实体权利义务和利益保护上的差异。因此，公司法上的诉只能

选择适用民事诉讼法的部分一般规则，在差异上要进行特别规定。44 

还有部分反对赋予债权人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学者指出，决议行为

并非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只是一个意思形成过程，且具有公司法的组织性，

因此不具备外部效力，无法对债权人这一外部主体的权益产生影响，故瑕疵决议

与债权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对于决议瑕疵诉讼，债权人没有诉的利益，故没有

 
43 周翠.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J].中外法学,2019,31(03):739-761. 
44 李志刚.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规范、法理与实践[J].法学家,2018(04):80-95+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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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45 

分析各方观点可以看出，关于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问题的争议点

有两点，一方面，程序法层面，如何协调作为组织法的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和民事诉讼

法的一般规定两者的适用；另一方面，实体法和程序法结合层面，具有组织性的决议

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效力从而影响外部主体的权益，由此关系到债权人与瑕疵决议是否

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即影响了债权人对瑕疵决议是否具有“诉的利益”的判断，债权

人只有在对瑕疵决议具备“诉的利益”时才享有原告资格。争议点逻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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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丁勇.组织法的诉讼构造:公司决议纠纷诉讼规则重构[J].中国法学,2019(05):97-116.王保树.从法条的公司法
到实践的公司法[J].法学研究,2006(06):21-29. 

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是否具备原告资格 

实体法层面：具有组织性的决

议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效力 

决议行为有外部效力 

实体法层面：公司的组织性导致公司的决议

行为、公司法均具有组织性 

债权人与瑕疵决议

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实体法和程序法结合层面：债权人

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有“诉的利益” 

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有原告资格 

决议行为无外部效力 

债权人与瑕疵决议

无直接利害关系 

实体法和程序法结合层面：债权人

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无“诉的利益” 

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

讼中无原告资格 
程序法层面：如何协调作为组织

法的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和民事诉

讼法的一般规定两者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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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以上争议点的逻辑分析，可以发现产生分歧的根本之处在于三点：一是

具有组织性的决议行为是否能对债权人这一公司外部主体产生“效力”；二是对债

权人这一外部主体无法律效力是否必然导致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无“诉的利

益”；三是如果债权人对瑕疵决议具有“诉的利益”，程序法层面如何解决具有组

织性的公司法的特别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的适用问题。因此下面主要围

绕这三点展开分析。 

3.1 *+�\0�1é2p34 

一种反对赋予债权人决议瑕疵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观点认为决议行为的组织性

表明决议是一种内部意思形成过程，由此决议行为仅具有组织内部效力，无法对

外部产生法律效力或约束力。46而另一种支持有限制地赋予债权人原告资格的观点

认为决议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能对债权人的利益产生外部效力。47笔者经过观察发

现，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维护决议行为的‘组织性’”和“效力”两者

的理解上均有不同。 

3.1.1 áâ*�67]ef� 

组织性，又称团体性或社团性。公司的组织性导致公司法的组织性，由此作

为组织法的公司法规范的决议行为及决议瑕疵诉讼都具有组织性的特点。 

部分学者指出，组织法特性导致对公司决议的认识重点不同于行为法。在原

则与目标上，组织法的目标是尽可能实现组织安定，因此致力于穷尽公司内部救

济以尽可能维持决议效力，故决议效力瑕疵治愈机制非常重要；行为法则强调个

人意思真实与自由的保护和权利的救济。48这种观点强调决议的组织法特性致力于

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以尽可能维持决议效力，所以应当排除债权人等外部主体对决

议效力的干扰，这一看法有待商榷，故笔者整理了以下其他学者的观点对组织性

进行分析。 

 
46 丁勇.组织法的诉讼构造:公司决议纠纷诉讼规则重构[J].中国法学,2019(05):97-116.王保树.从法条的公司法
到实践的公司法[J].法学研究,2006(06):21-29. 
47 李建伟.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研究——《民法典》第 85条法教义学分析[J].法学评论,2020,38(04):23-36. 
48 参见周淳.组织法视阈中的公司决议及其法律适用[J].中国法学,2019(06):13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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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高臣指出，私法上的团体是指，具有相同利益和目标的成员自愿结合而形

成的组织。49由此观之，团体性的核心在于是共同利益目的和人的结合。具体到公

司上，笔者认为公司法的组织性的重点在规范了公司为成员的共同盈利目的的经

营和成员的结合。 

甘培忠认为，公司法是商事主体法，这是它作为组织法的本质属性。企业以

营利为目的从事商业生产和服务活动，要由特定的法律确定它们在商事交往中的

地位，确定投资人的责任界限，确定其内外部的各种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其中针

对公司的这一特定法律即为公司法。50也就是说，组织法的本质在于，公司法围绕

公司这一主体，规范了公司在商事交往中与公司经营相关的活动，这其中包括了

内外部的各种关系和权利义务。甘老师理解的公司法组织性重点在于公司法围绕

公司进行规范，并未认同公司法的组织性排除了对公司外部关系及其中权利义务

的约束。 

叶林认为，团体法作为自治规范和组织法，主要调整团体内部关系，在团体

内部发生效力。51王泽鉴也指出，社团的结社自由的重要内容还包括社团自治，即

得基于章程，及经社团总会决议而规律社团内部事项，故社团又称为自律法人。52

他们都同意社团的组织性强调社团自治。 

李志刚归纳了团体法的五大基本原则，其中，在相对性原则和分离性原则的

作用下，应强调坚持主体的相对性，团体内部机关与团体主体的行为和意志相分

离；自治性原则则强调对成员的利益应给予有效保护以对抗外部主体对团体的侵

蚀，从而更好地实现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团体的整体利益。53 

参考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公司的组织法性质强调公司内部自治，并非

指完全排除债权人这一外部主体的任何参与。组织法的关键在共同利益目的和人

的结合，因此公司法的组织性更应该理解为在公司法的规范下，公司作为一个团

体整体，为实现成员们的共同盈利目的而良好经营。其中，强调尊重公司法的组

织性表现为一般不干扰公司内部自治，也正是由于这种自治行为是在合法的范围

 
49 参见吴高臣.团体法的基本原则研究[J].法学杂志,2017,38(01):10-18. 
50 参见甘培忠.企业与公司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39. 
51 参见叶林.私法权利的转型——一个团体法视角的观察[J].法学家,2010(04):138-154+179-180. 
52 参见王泽鉴. 民法总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74. 
53 参见李志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问题研究——团体法的视角[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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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且目的是促进公司持续良好运营，以实现成员们设立公司时的共同盈利目标。 

由此，决议行为的组织性，虽然是指决议行为表现为公司内部的意思形成过

程，是一种自治行为，但并不完全排除债权人作为外部主体的干涉。当决议行为

是在合法的范围内为着成员们的共同盈利目的而实施时，这种一般情况下债权人

不能妨碍决议自治的自由。这是因为，债权人在公司中的利益，包括时间与风险

敞口，与股东的存在许多异质性，在公司经营中，股东有动力让公司承担更多的

风险，而债权人则倾向于让公司承担更少的风险，对公司行为限制过多会存在过

犹不及的问题。54 

3.1.2 ef*]'kl�¼m 

公司作为商事交易的重要主体，围绕这一组织内外因其经营涉及许多法律关

系，而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并非彻底独立，它们的边界很不清晰，因此如

何处理内外关系成为公司法的适用难题。《民法典》总则编第 61、62、85、170、

172条规定群基本确立了处理内外关系的区别原则，但总体依然比较粗糙。梳理这

些规则，可以发现内外区别原则在对决议瑕疵诉讼中债权人原告资格的适用上强

调两个重点： 

第一，公司治理关系内外有别和外部主体的有限介入。这一重点强调针对公

司一般的外部关系，应当主要适用合同、侵权等行为法及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

解决，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比如外部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享有一定

的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利，或者因为过去发生的法律关系对公司尚有实体权利。

这表明，在部分特殊的情况下，若债权人依据法律、合同等享有类似股东及高管

的内部主体的一些可以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利，可以肯定其有原告资格。 

第二，交易关系的内外有别和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第八十五

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六条，在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上，若公

司或相对人以公司内部为由进行抗辩，决议无效或可撤销的时候，善意相对人依

据决议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受影响。这表明，为了维护商事交易的稳定性，内外区

 
54 参见[美]莱纳·克拉克曼；[美]亨利·汉斯曼，[英]约翰·阿莫等著；罗培新译. 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
视角 第 2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116-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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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原则在针对善意的公司外部主体上尽量减少因内部决议效力的瑕疵产生的对依

据决议形成的外部关系的影响。55 

由此观之，在组织法的内外区别原则的指导下，一般债权人应当不能介入公

司内部治理，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不应享有原告资格；当特殊情况下债权人有

合法或合约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利基础时，决议瑕疵诉讼中也应类比认定其具

有干涉决议的原告资格；特殊情况下的债权人一旦提起决议决议瑕疵诉讼，由于

善意相对人依据决议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并不会过于破坏公司决议及据此

形成的法律关系之稳定性。 

3.1.3 ef�u�HIA:pBCD¼EãF]¡¢ 

在分析了组织性的含义和组织法的内外区别原则后，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立

法在决议可撤销之诉中明确否认债权人的原告资格是合适的。决议可撤销之诉明

显体现了组织法强调社团自治的特点，因为决议可撤销之诉的决议瑕疵程度相对

于无效、不成立之诉更轻，制度设置的目的更倾向于对决议瑕疵效力的救济，从

而保障决议的有效和稳定性，促进商事交易的安全运行。在域外的立法经验中，

大陆法系国家多仿效德国的做法，认为决议可撤销之诉具有公益性，具备维护公

司决议合法和保护受损害主体利益的双重功能，但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应当侧重

维护公司决议合法性。所以一般规定股东只要具备股东身份就可作为原告，而董

事和监事只在其个人权利受损时才受保护，排除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公司外部主体

的原告资格。56而英国在《2006年公司法》第七百二十一条直接明确规定了针对私

人公司作出的以公司资本赎回自己股份的决议，不赞成决议的所有债权人对享有

撤销的起诉资格。这体现出，域外立法对可撤销之诉的功能定位上也强调维护决

议的稳定性，但是英美法系国家相较于国内立法，更注意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在

可撤销之诉中也会有限制地承认债权人的原告资格。 

 
55 参见曾宏伟.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若干难点问题的理解与适用[J].中国审判,2017（26）：180. 
56 参见张凝.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03.；参见［韩］李哲松,吴日
焕译.韩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23；参见胡晓静.德国学理及司法实践中的股东会决议不
成立——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5条[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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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ef�u67=r>?@<A:pBCD¼EãF]¡¢ 

前文已述，当公司决议是为正常经营考虑时，债权人一般不能干扰公司决议，

而只能根据行为法上的保护债权的一般规则救济自身权益，但是，内外区别原则

也强调了其例外在于，当外部主体依法、依约或因过去已形成的法律关系而享有

一定的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利，其在决议瑕疵诉讼中就具有了和享有控制权的

股东类似的地位，有合法正当的干涉公司决议的权利基础，因此应当对这些特殊

情况确立原告资格。具体而言，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可以明显看出债权人对

瑕疵决议进行干涉是有必要性的： 

首先，股东决议违反《公司法》166条“未盈先分”时，不仅由于违法导致决

议自始无效，而且股东大会这一团体机关的动机也不再与公司这一团体的动机一

致，因为股东是出于私人利益，在公司尚未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夺走公司资产，这

导致公司用于偿债的资产减少，损害了公司的偿债能力，违背了公司持续良好经

营以盈利的动机，根据组织性的基本原则中的主体相对性原则和分离性原则，股

东这一决议反而违背了决议的组织性。此时，不能指望已经利益一体的公司内部

成员去宣告决议的无效，而只能让债权人出于保护自身的债权动机诉请法院宣告，

这可以起到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有利于实现公司的基于共同盈利目的的持续

良好经营，债权人这一“干扰”反而更好地维护了决议的组织性。 

其次，在债权人与公司达成特殊的契约安排，比如在借款合同中存在提供借

款期间不能进行分红或对外担保等特殊约定时，债权人提供的借款成为公司资产，

且债权人实质上通过合同取得了对分红的决定权，所以，当股东决议违反特殊契

约安排进行分红，债权人对决议的干涉并不是“干扰”公司治理而是有合法的管

理权基础“参与”公司治理，因此起诉该决议无效，构成不当得利，依然属于尊

重决议组织性的范畴内。 

最后，针对公司债的债权人，域外许多国家早已建立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或

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然而目前我国《公司法》没有健全的类似的债券持有人保

护机制，仅在《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提到要建立这两项制度，该办

法的立法层级也较低，导致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受公司侵害时难以维权。在这些域

外国家的公司债债权人保护制度中，公司债债权人在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候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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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于股东的议决权。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公司债债权人保护制度，在现有的

决议瑕疵诉讼中有限制性地赋予公司债债权人提起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的原告

资格，比如在因公司决议导致其债务清偿能力严重下降而需要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时，或公司决议将重大影响债券持有人权益时（如股东会决议可能会在债券发行

以及在发行后通过股东会决议对发行合约进行修改）等情况，有利于补偿性地保

护公司债债权人的权利。此时，公司债债权人参与公司决议的权利性质应当类比

于域外立法经验，属于议决权，因此公司债债权人也是有合法的议决权基础“参

与”公司治理的，没有违背决议的组织性。 

3.1.5 67]ef�n?op67=qrkèõrsø 

决议行为的组织性是否会导致决议行为仅具有内部效力，而对债权人不产生

外部效力，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效力”的解释范围不同。

效力，在狭义上，应当指法律效力或约束力，这种效力基础是法律关系，而根据

债的相对性原则，债权人仅与公司这一团体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决议作为内部的

意思形成过程，自然无法与债权人直接产生任何法律关系，故不能产生外部的法

律效力或约束力。然而，在广义上，效力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利益的影响，公司的

内部决议可能与公司外部执行行为存在某种利益的牵连，在这种理解下决议是可

能对公司外部产生影响的。 

整理学界的理论可知，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是指被否定的决议对公司据其

做出的外部交易行为效力的影响57。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待明确, 立法上也尚存空

白, 同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也急需统一对此的裁判规则。在立法上，《民法典》第

八十五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六条共同明确了决议无效、撤销的，“公

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李建伟认为，这两个

条文虽然简单确定了决议外部效力的裁判规则，但仍存在规范不足与抽象过度的

问题。首先，未规定决议不成立的外部效力问题；其次，以此反推：“公司依据该

决议与恶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影响”，那么也未明确决议对恶意相对

人的效力影响机制；最后，“善恶”标准过于模糊，不仅民、商法上对“善恶”的

 
57 参见李建伟.公司决议的外部效力研究——《民法典》第 85条法教义学分析[J].法学评论,2020,38(04):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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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不同，而且能否仅以相对人的“善恶意”这么简单的划分标准来解决界分外

部交易行为效力这一复杂问题也值得怀疑。58 

认为决议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的学者们对公司决议行为的外部效力产生了许

多不同观点。韩长印强调了决议行为与外部行为相牵连，所以决议行为效力会给

据此形成的外部法律关系带来较大影响。他指出，公司决议属于共同行为，共同

行为大多旨在为共同目的建立长期“合作”，且会涉及众多相关主体的利益，甚至

牵涉到“外部关系”，共同行为的长期性特点会导致在较长时期内行为主体通过行

为发生许多的法律关系。59 

蒋大兴、柯芳芝却强调了公司之决议行为具有双重结构，既是意思形成过程，

又具法律行为属性，是“内部法律行为”。蒋大兴指出，组织体具有“拟制”特性，

为了实现其内部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和提高其外部交易效率，组织体的意思形成机

关往往和意思表示机关相分离，决议属于意思形成机关，不能直接对外发生效力，

须通过意思表示机关才能实施，但它有独立评价法效力的可能。60 

坚持决议行为非法律行为，而是一种公司内部意思形成过程的学者们，认为

公司的内部决议行为和外部交易行为应当区分开，它们效力相互独立，决议的效

力范围仅限于公司内部，无法对外部主体的债权人产生法律效力。如，丁勇认为，

决议本质上只是公司形成自身意思的机制和结果，这一过程借助其成员和机关完

成，所以仅对公司内部主体有效，对债权人等公司外部主体无法产生任何法律约

束力，故债权人的利益无法被决议侵害。61李志刚亦认为，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内

部机关，不能直接对外意思表示和与外部主体发生法律关系，故股东大会决议无

直接外部效力。即便某些外部关系的建立需要以股东大会决议批准为前提，此时

决议也须通过公司意思执行机关执行，才能对公司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对其

外部行为产生法律后果。62 

笔者认为，虽然目前由于公司决议外部效力规则仍存在许多未完善之处，但

 
58 参见韩长印.共同法律行为理论的初步构建——以公司设立为分析对象[J].中国法学,2009(03):73-90. 
59 参见韩长印.共同法律行为理论的初步构建——以公司设立为分析对象[J].中国法学,2009(03):73-90. 
60 参见蒋大兴.公司组织意思表示之特殊构造——不完全代表/代理与公司内部决议之外部效力[J].比较法研
究,2020(03):1-17；同注 1,柯芳枝.公司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272.  
61 参见丁勇.组织法的诉讼构造:公司决议纠纷诉讼规则重构[J].中国法学,2019(05):97-116.王保树.从法条的公
司法到实践的公司法[J].法学研究,2006(06):21-29. 
62 参见李志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问题研究——团体法的视角[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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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和公司经营实践中可以看出，公司决议无论是仅对公司内部治理生效还是

根据此公司做出对外行为，若涉及债务，都至少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与决议相关的

债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若将“外部效力”作广义解，理解为一种对利益的影响，

决议是可能对公司外部产生影响的。换句话说，决议与外部法律行为之间存在某

种牵连关系，如“法律规定团体外部合同行为须拥有内部决议行为的授权时，就

将外部合同行为的效力与内部决议行为的存在相关联”。63因此，支持意思形成说

的学者们认为决议行为与公司外部行为彻底相互分离是不成立的，故以此为依据

认为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受到与其债权相关的决议行为的影响也是不成立的。 

3.2 ûü��560�@27@øù4 

退一步而言，即便肯定了决议对外部主体的债权人无法产生法律效力或约束力，

也不能等于债权人对瑕疵决议必然无“诉的利益”。反对的学者们承认“债权人利益

只会基于其与公司的外部法律关系受侵害”且认为“债权人对公司内部的瑕疵决议

无‘诉的利益’”，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体现着债权人“诉的利益”的诉讼标的存在

于公司与债权人双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由于债权人只与公司这一整体在外部

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公司内部决议不存在法律关系，故债权人对决议不存在“诉

的利益”。这表明，他们采取的是传统对诉讼标的的定义，即认为诉讼标的是指双方

之间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权利（及其相对义务）。然而，传统定义本身就

存在致命缺陷，它明显是以给付之诉为出发点来看待诉讼标的的，且直接将原告所

主张的实体权利识别为案件的诉讼标的，这难以解释确认之诉中的诉讼标的问题。64

前文在决议行为组织性的讨论中否认了债权人在可撤销之诉中的原告资格，但决议

可撤销之诉中债权人是否具有“诉的利益”也有讨论价值；而在决议无效或不成立

之诉中，债权人 “诉的利益”明显存在可确立的空间。 

 
63 参见王雷.论民法中的决议行为——从农民集体决议、业主管理规约到公司决议[J].中外法
学,2015,27(01):79-99. 
64 参见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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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67�HIA:pBCDõ:]\]ø 

可撤销之诉属于形成之诉。将可撤销之诉认定为形成之诉的理由在于，基于

诉讼法的视角，形成之诉的设立目的是使法律状态变动的效果不仅对当事人发生

效力，而且对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也发生效力，即既判力的扩张，65在公司决议

撤销之诉上能溯及既往形成实体法上的效果，而公司决议涉及到众多内外法律关

系，对其提起可撤销之诉相较于确认之诉，影响范围更广，所以如果允许自由主

张，给团体法律关系会带来极强的不确定性。基于组织法的视角，公司决议撤销

之诉的撤销事由比决议无效之诉的无效事由瑕疵程度更轻，故可撤销之诉更有必

要侧重维护公司决议的效力合法性。因此，将可撤销之诉认定为形成之诉，再通

过赋予起诉人的资格和限制起诉人的范围，不仅能维护撤销权人的合法利益，同

时还能减少对公司正常运营的不当干扰，实现维护公司内部治理的合法有效与稳

定公司法律关系的统一。66因此，可撤销之诉在赋予并限制起诉人的范围时，没有

承认债权人的原告资格是恰当的，否则会严重破坏公司治理的安定性。 

形成之诉须法律有特别规定，因此需要具备法律规定要件才具有诉的利益。67

目前，《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享有决议撤销权的主体仅有股东，原告范围

排除了债权人，因此债权人不具有法律规定要件，故不具有诉的利益。 

3.2.2 67=r>?@<A:pBCDõ:]\]ø 

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要求

法院确认或变更实体法律关系的诉之声明。确认之诉是旨在预防未来纠纷或侵害

发生的预防性救济。法律关系的不确定导致原告的权利或地位处于危险不安状态，

原告有请求法院对被告将此危险不安状态除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68股东会决议等

公司法上的一些特殊法律关系，可以通过确认之诉来取得法律效力、避免争议发

生。69也就是说，确认之诉并不要求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一定存在于诉讼主体双方

 
65 参见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175. 
66 参见李志刚.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规范、法理与实践[J].法学家,2018(04):80-95+193-194. 
67 参见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176. 
68 参见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175. 
69 参见刘哲玮.确认之诉的限缩及其路径[J].法学研究,2018,40(01):12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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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只要当事人对确认之诉所指向的诉讼标存在“诉的利益”，即法律关系的不

确定使当事人的权利或地位处于危险不安状态而有起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事

人即可提起确认之诉。 

诉的利益是指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及正当性，当事人利用民事诉讼制度，

必须具备正当利益及必要性。70曹志勋认为，确认利益指，原告的权利正面对不确

定的危险，且该危险又能通过确认之诉消除。71这表明，当决议对债权人的相关债

权产生了实质性的危险不安，债权人有提起决议无效之诉的必要性、正当性、紧

迫性时，在瑕疵决议中债权人有“诉的利益”。比如，在公司法债权人与公司达成

特殊的契约安排的情况下，如在借款合同中存在提供借款期间不能进行分红或对

外担保等特殊约定时，股东决议若违反特殊契约安排进行分红，公司可用于偿债

的财产减少，明显对债权人的债权产生实质性的威胁，虽然债权人可以提起违约

之诉，可违约之诉必须在损害实际发生时才能提起，此时公司用于偿债的财产已

经转化为股利进入股东手中，债权人追回的成本更高，所以对公司决议提起无效

之诉，可使分红构成不当得利从而让股东及时返还，这能尽快在损害发生前减少

保护债权的成本，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可以认定债权人在此种情况下对瑕疵决

议享有“诉的利益”。公司决议违反公司法第 166条“未盈先分”的情况也类似于

以上分析思路。 

3.2.3 áâBBCDõ:]\]ø 

债券持有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故为了保护这类债权人的利益，域

外许多国家早已建立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或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然而目前我国

《公司法》没有健全的类似的债券持有人保护机制，仅在《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中提到要建立这两项制度，该办法的立法层级也较低，导致债券持有

人的权利受公司侵害时难以维权。72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更好地保护债券持

有人的利益，在因公司决议导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严重不确定甚至明显降低，需

要债券持有人依法采取自我保护时，或者因公司决议导致公司行为严重影响了债

 
70 参见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173. 
71 参见曹志勋.论我国法上确认之诉的认定[J].法学,2018(11):45-60. 
72 参见石少侠.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若干规定的理解与评析[J].当代法学,2017,31(06):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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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持有人的权益时，如股东会决议可能会在债券发行及发行后对发行合约进行修

改等，债券持有人和受托管理人有起诉的紧迫性、必要性和正当性，故存在“诉

的利益”，所以应当赋予其提起决议效力确认之诉的原告资格，73这能够及时纠正

瑕疵决议，更为便捷、直接。 

3.3 89P�ûü�27@øù4@:Ö 

在程序法层面，存在如何协调作为组织法的公司法的特别规定和民事诉讼法

的一般规定“诉的利益”两者的适用问题。由 3.2可知，债权人对决议效力确认之

诉存在“诉的利益”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决议对债权人的相关债权产生了实质

性的危险不安，二是债权人有提起决议效力确认之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结合以

上理论并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可以总结出决议瑕疵诉讼中债权人“诉的利益”

认定的思路。 

在国外的立法经验中，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有所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直接立法肯定债权人在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中存在

“诉的利益”。比如德国、日本及韩国都认为决议无效和不成立之诉属于确认之诉，

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因此只要是权利或法律地位受到决议影响的人，

都具有诉的利益，且决议无效和不成立之诉功能在于保护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

的权利，因此这些国家的立法都没有限制原告范围。例如，《日本公司法》规定任

何人均可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74德国立法虽然只规定了股东、董监事的原

告资格，但学界通说认为并不代表其他受决议侵害的主体不得提起一般性的确认

之诉。75韩国学界和判例认为，由于公司决议瑕疵诉讼既要满足公司法作为组织法

的功能体现，也要保持其与民事诉讼制度的一致性，所以尽管没有范围的限制，

提起公司决议无效与不存在之诉的原告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应动态地认定诉的利

益，每一类主体在具体情况下诉的利益情况均不同。76 

 
73 参见邓峰、许德峰、李建伟.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理解适用专题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71. 
74 参见张凝.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03.  
75 胡晓静.德国学理及司法实践中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5条[J].山东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99-109.� 
76 参见［韩］郑炼亨, 崔文玉译.韩国公司法[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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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决议瑕疵诉讼，英美法系国家则无专门制度，但是美国允许公司内

外利害关系者向司法机关起诉撤销决议，英国 2006年的《公司法》则允许两种可

以撤销公司决议的特例，其中一种明确肯定了债权人属于原告范围之内。 

具体而言，美国在其《公司法》中规定设立公司秘书，由此保证会议程序的

正确性，故决议的程序上不常有瑕疵，77公司决议的利益相关方仅可因决议的程序

与要求不符来提起可撤销之诉，而决议是无效还是可撤销则须经法院判定。78此外，

美国立法中没有明确限制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原告范围，且在司法裁判中也遵循

当事人中心主义，侧重尊重公民权利，公民只要认为其权益受侵害并有必要寻求

司法保护，就可以请求撤销决议。例如，《美国法典》第 11编 1109（b）项列举了

利益相关者有债权人、股权持有人、债务人、债券合同管理人等，但其现金货币

兑换公司案指出该条文没有完全列举利益相关者，对于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须放在

具体案例中讨论。79 

英国 2006年的《公司法》第九十八、七百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两种特殊的决

议撤销之诉，一种是上市公司重新注册为私人公司的决议，不赞成决议的公司成

员可起诉请求撤销；另一种是私人公司以公司资本赎回自身股份的决议，不赞成

决议的公司成员和所有公司债权人都可起诉请求撤销。这体现出，英国虽然在公

司决议瑕疵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上采取当事人中心理论，但还是在立法中限制了

可撤销之诉原告范围，并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债权人也可以提起决议可撤销之诉。80 

由此观之，在决议瑕疵诉讼中认定债权人“诉的利益“的适用上，大陆法系

倾向于首先在立法中限制仅有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债权人才具备原告资格，并结合

公司法的组织法特性，将民事诉讼法“诉的利益”一般规定进行限制，并动态地

根据案例具体情况判断债权人起诉的必要性。美国则立法没有限定，而是在具体

个案中采取当事人中心理论，只要公民认为其利益受损且有请求司法保护的必要，

就可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由司法裁判完全具体分析债权人“诉的利益”。英国则

在两种特殊决议的撤销诉讼中直接规定债权人的原告资格，因此直接可以依据公

 
77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39-40.� 
78 参见朱锦清.公司法学（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330.�� 
79 参见方金刚.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与美国公司制度之比较(上)[N]. 人民法院报,2017-09-08(008):02.� 
80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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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而非适用一般“诉的利益”判断。从各国的立法经验可以得到启示，即在决

议瑕疵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一般性规定“诉的利益”判断，应当结合公司组织法

特性和具体案例情况，动态地分析债权人在瑕疵决议中的“诉的利益”及起诉的

必要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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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立债权人原告资格的立法模式探讨 

4.1 2;4¨@ÀÄc� 

用“等”字概括表述来保留债权人的原告资格空间，这一表述的模糊易导致

解释的随意性，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一条

即规定了决议无效和不成立诉讼的原告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这一“等”

字采用的未穷尽列明的立法形式虽然保留了债权人拥有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

诉的原告资格的解释空间，却也造成法律适用的模糊性，导致司法裁判中对“等”

字包含的原告主体范围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故对于不属于公司内部主体的债

权人能否提起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也产生了不同认定。因此，用“等”字

概括保留债权人具备原告资格的空间，这种未穷尽列明的立法形式并不是最好的

立法选择。 

4.2 �P<}g=>?ûü�@¯°¼) 

直接将债权人明确规定在三类决议瑕疵之诉的原告范围中，易带来滥诉风险。 

首先，不成立或无效之诉并没有可撤销之诉那样的除斥期间和诉讼保全机制，

如果直接在原告范围中列明债权人，即允许公司决议存在的所有无效或不成立的

情况均能让债权人这一外部主体起诉，而债权人的起诉权没有时间的限制，构成

滥诉也无需承担后果，这有可能带来债权人滥诉的风险。没有除斥期间的要求，

公司决议长期处于被债权人起诉的可能性中，这种不确定性妨碍了决议的稳定执

行，也导致决议通过事项和依据决议在公司外部形成的法律关系都处于不确定状

态，使相关外部主体对依据决议形成的法律关系产生严重不安全感，明显破坏了

商事交易的稳定秩序，降低商业运行效率，背后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没有诉讼

保全机制，债权人不需承担后果，滥诉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而起诉会使公司决

议在诉讼期间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难以执行，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秩序的有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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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降低公司经营效率，如果构成滥诉，公司因滥诉造成的损失没有经济补偿，

种种后果都会严重妨碍公司资产价值实现最大化。然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依赖

于公司能有效清偿债务及支付利息，这依赖于公司资产价值的最大化，81所以这实

质上也妨碍了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并未实现保护债权人的效果。在司法实践中，

滥诉也容易造成本已紧张的司法资源被浪费。 

其次，可撤销之诉则由于决议的瑕疵程度较轻微，基于组织法的特性，该制

度的功能相较于无效或不成立之诉更强调该对决议瑕疵效力的救济，侧重于效率

价值，因此也不能承认债权人的原告资格。 

4.3 �ÙÚP}ò@�Öûü�./@APc� 

在公司法中专章规定债权人保护的条款这一做法，与公司法的组织法特性不

符。前文已述，决议行为的组织性是指决议行为表现为公司内部的意思形成过程，

是一种自治行为，当决议行为是在合法的范围内为着成员们的共同盈利目的而实

施时，这种一般情况强调债权人不能妨碍决议自治的自由，这是因为，债权人在

公司中的利益与股东的存在许多异质性，在公司经营中，股东有动力让公司承担

更多的风险，而债权人则鼓励公司承担更少的风险，对公司行为限制过多会存在

过犹不及的问题。因此，在公司法中专章规定债权人保护的条款，与公司法的组

织性和保护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宗旨及目的相悖，也无法与全文体系保持立法逻

辑的一致融洽。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通过行为法的相关规则已经可以得到较好

的保护，组织法并不支持债权人对公司决议进行过多的干涉，只有在部分特殊情

况下，组织法上对债权人进行特殊保护比行为法更能及时救济债权，所以组织法

中增加对债权人的保护条款应当是补充性的，而非组织法的侧重点，因此，专章

规定的立法模式也不是最佳选择。 

4.4 �ûü�B_C0�567DEF¤;G9:@H1� 

拉伦茨有言，“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

 
81 参见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中债权人与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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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是‘类型’”。82类型一方面

在内涵上较理念更具体丰富且直观，另一方面则较具体案例表现出的现象更抽象,

更主观、统一和稳定。83因此，类型化规定不仅有利于增强法律规定的规范性和精

确性，还有利于补充现有法条的法律漏洞。 

对债权人可作为原告的情况类型化规定可兼顾债权人保护与防止滥诉。一般

情况下，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现有行为法的债权保护体系，根据自身与公司的法

律关系对债权实现较好的事后救济，主要包括《民法典》中关于不当得利和无因

管理的条款，以及债的担保、债的保全相关法条。而且，在现有的组织法中，也

已经有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赋予债权人原告资格、公司债权人依据《公司法司法

解释（三）》第十一条、十四条追究瑕疵出资股东的出资责任、公司法十六条限制

公司对外担保和法人格否认规则的应用四条路径，后三条路径主要在股东瑕疵出

资、公司对外担保和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等特定情况下对债权人予以保护，其

法律适用已经完善，只有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债权人保护路径尚未十分明确。此外，

债权人派生诉讼制度的缺位也使得完善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债权人原告资格制度更

为迫切。 

前文已述，债权人确有必要通过决议瑕疵诉讼来实现对自身权利的保护的只

有三种特殊情况：（1）针对公司违反《公司法》第 166 条“无盈不分”原则的分

红决议，84此时股东形成不当得利，且由于很难只因为这一个决议认定公司股东滥

用权利否认公司法人格，债权人不能提法人格否定之诉，因此债权人提起决议无

效之诉是恰当的。（2）债权人在公司违反了特殊的契约安排时，比如针对公司通

过的违反借款合同约定继续借款或为别人担保等情况的决议，可提起无效之诉。

因为当公司已经继续举债或为他人提供担保时，损害已经发生，债权人此时才可

以提起违约之诉请求赔偿，如果不能宣告公司分红和对外担保决议无效，会导致

公司已经被掏空而无力偿债，所以债权人提起违约之诉并不能很好地救济自己的

 
82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陈爱娥译. 法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338. 
83 参见周玲. 类型思维及其法学方论意义[D].西南政法大学,2005. 
8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16年 7月 25日讨论稿）》第
二条即规定了：“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无效：……（三） 违
反公司法第 166条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这表明对“未盈先分”情况进行类型化规定是曾经有立法支
持其必要性的。 



 

211 

权利，应当允许债权人作为原告提决议无效之诉，虽然这种做法不能影响到公司

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如果公司只是在股东之内做出继续举债或者

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时，就可以实现对债权人更好的救济。（3）针对公司债债

券持有人和受托管理人，因我国《公司法》没有确立公司债管理人或公司债债权

人会议制度，所以为弥补这一缺憾，更好地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应确认公司

债债券持有人和受托管理人有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的原告资格。 

因此，对债权人可作为决议无效或不成立的原告的这三类情况进行类型化的

规定，已经足够在组织法上弥补债权人保护路径的不足，同时，补充性的类型化

规定而非一般性地将债权人列明在三类决议瑕疵之诉中的原告范围，能限制债权

人能够对瑕疵决议起诉的范围，从而降低债权人滥诉的风险，是最优的立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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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债权人提起决议瑕疵诉讼的类型化研究 

5.1 !Iûü�@*JÕK 

公司经营中最常见的是一般债权人，因此对于一般债权人在不同情况下原告

资格的确立应当更为细致地区别和分析。 

在可撤销之诉中，不应确立一般债权人的原告资格。原因在于，可撤销之诉

不仅对当事人发生效力，而且对第三人也发生法律效力，能溯及既往形成实体法

上的效果，而公司决议涉及到众多内外法律关系，对其提起可撤销之诉相较于确

认之诉影响范围更广。此外，基于组织法的视角，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撤销事由

比决议无效之诉的瑕疵程度要小，更有必要侧重维护公司决议的效力合法性。因

此，可撤销之诉若确立债权人的原告资格，将会带来滥诉的风险。在可撤销之诉

中，更倾向于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体现股东作为内部主体对公司决议的控制权

和优势地位，仅承认股东的原告资格，从而在尽量维护公司经营秩序的情况下为

公司内部关系的处理和股东内部利益的救济提供支持。由此观之，可撤销之诉这

一原告资格的设置是平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结果。 

无效和不成立之诉则可以赋予债权人在两种特定事由下的原告资格，这是因

为，首先，内外区别原则的例外也肯定了，当外部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

享有一定的介入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利，或者因为过去发生的法律关系对公司尚有

实体权利时，其在决议瑕疵诉讼中就具有了和享有控制权的股东类似的地位，有

合法的干涉公司决议的权利基础，下文两种特定事由符合这一例外情况。其次，

只有在以下两种特定事由下，债权人才有必须在瑕疵决议作出后而债权损害发生

前这一时段及时救济自身利益的紧迫性。 

5.1.1 tuváâ*wx 166yõz{|Vø]�� 

分配给公司的利润原本属于公司财产，而公司财产是债权人债权的一般总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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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数额多少与债权实现程度密切相关，85并且根据独立法人理论，公司财产是

独立的，尤其应与股东财产独立，这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综合以上可知，应对

公司分配利润给股东的行为进行一定限制。然而，在商事实践中，由于股东对公

司享有剩余财产索取权，公司股东出于个人利益动机有可能违反公司法第 166 条

“未盈先分”，这实质上侵害了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掠夺了公司独立财产，破坏

了股东有限责任下法律的风险分配和利益平衡规范。因为股东违法“未盈先分”

会极大地削弱公司的偿付能力，必然意味着债权违约的概率增加，从而极大地损

害债权人利益。 

股东决议违反《公司法》166条“未盈先分”时，不仅由于违法导致决议自始

无效，而且这一决议也背离了公司法的组织性。因为此时股东大会这一团体机关

的动机也不再与公司这一团体的动机一致，股东出于私人利益，在公司尚未实现

盈利的情况下夺走公司资产，这导致公司用于偿债的资产减少，实质上损害了公

司的偿债能力，违背了公司持续良好经营以盈利的动机，根据组织性的基本原则

之一——分离性原则，股东这一决议反而违背了决议的组织性。此时，不能指望

利益一体的公司内部成员去宣告决议的无效，而只能让债权人出于保护自身的债

权动机诉请法院宣告。债权人的起诉反而维护了公司法的组织性，也可以起到对

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持续良好经营。 

例如郑国凤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郑某依据债权人身份起诉公司，要求给付

以借据的形式载明的决议通过的分红款，然而公司当年作出该分红决议时在亏损，

故“未盈先分”的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 166 条，法院最终判决该以借据的形

式载明的决议无效。86虽然本案并非债权人作为原告起诉决议无效而是法院认定决

议无效，但可以反向思考，若公司债权人起诉类似该情况作出的违反公司法第 166

条“未盈先分”的决议，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原告资格，从而确认决议无效。 

5.1.2 tugh]}~E�]�� 

债权人和公司借款人经常在约定偿付本息的义务之外，达成诸多特殊的契约

 
85 参见王长华. 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0:186. 
86 详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淮中商终字第 0002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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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这些约定会限制公司从事可能与债权人利益相冲突的活动的能力，比如限

制公司的股利分配或对外担保等。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有可能降低公司资产的整

体价值，因而，如果对资产转移或资产置换的能力予以适当限制，债权人和股东

都将从中获益，因为这能降低公司的债权融资成本。最终签订的债务契约一定是

双方不断博弈的结果，但双方在签订契约时，由于自身限制无法预知未来所有不

确定因素，因此控股股东和债权人签订的是一份不完备契约，这种不完备性一方

面意味着债权人无法通过合同条款彻底消除企业未来经营中关系到债务安全的全

部风险，另一方面强化了股东利用这种不完备性并结合各种手段侵害债权人的权

益的动机。 

在债权人与公司达成特殊的契约安排，比如在借款合同中存在提供借款期间

不能进行分红或对外担保等特殊约定时，债权人出资且实质上通过合同取得了对

分红的决定权，所以，当股东决议违反特殊契约安排进行分红，债权人对决议的

干涉并不是“干扰”公司治理而是有合法的管理权基础“参与”公司治理，因此

起诉该决议无效，构成不当得利，依然属于尊重决议组织性的范畴内，并且此时

要求股东将公司财产归还，比债权人提起违约之诉时损害已经发生，能够更加提

前、及时地追回公司用于偿债的财产，有利于减少债权人保护债权的成本。 

5.2 ,-@ÙÚûûLÞ��QMNðZ�@*JÕK 

公司债债券持有人在流动的债券市场中也是分散流动的，故在公司治理中处

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这类债权人的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多建立了债券持

有人会议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主要建立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也有一些国家

将两项制度均采用，然而我国《公司法》却没有健全的类似的债券持有人保护机

制，仅在《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提到要建立这两项制度，该办法的

立法层级也较低，导致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受公司侵害时难以维权。因此，为了弥

补这一缺憾，更好地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决议事项直接涉及损害债券持有

人利益且债权人权益面临着紧迫危险的情形时，如股东会决议可能会在债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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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行后修改发行合约等情况，87应当确立债券持有人和受托管理人有提起决议效

力确认之诉的原告资格。此时，公司债债权人依据购买的公司债参与公司决议的

权利性质应当类比域外国家债权人保护制度中公司债债权人的议决权，其参与公

司治理具有合法的权利基础，没有违反决议的组织性，符合内外区别原则的例外

情况，且能够及时纠正瑕疵决议，更为便捷、直接。 

5.3 ÚP7Î}�0�567D27@øù4$HO�+ 

结合前文分析的理论和域外立法经验可知，“诉的利益”有两个构成要件，一

是决议对债权人的相关债权产生了实质性的危险不安，二是债权人有提起决议效

力确认之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司法裁判中，决议瑕疵诉讼适用民事诉讼一般

性规定“诉的利益”判断，还应结合公司组织法特性和具体案例情况，动态地分

析债权人在瑕疵决议中的“诉的利益”。 

笔者认为，现有的原告范围法定和以管理处分权作为原告资格认定的标准两

种方式确认主体是否具有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都缺少对原告提起公司决

议瑕疵诉讼的紧迫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分析，不仅会使法定范围内的原告能以

身份合法为由随意提起诉讼，产生公司决议时刻处于不确定性而难以执行的危害，

更会导致诸如债权人等法定范围之外的主体在公司决议真正损害自身利益时无法

及时获得司法保护。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将“直

接利害关系”与一般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直接等同，又忽略了公司决议作为

组织法上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导致对“诉的利益”的解释范围过宽，使法

定范围之外的主体可以随意提起决议瑕疵诉讼，破坏了公司内部主体的日常管理

秩序的稳定性。因此，对“诉的利益”的解释应考虑组织法的特殊性，以法官具

体判断原告提起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必要性、正当性和紧迫性为限，考虑决议对

债权人的相关债权产生了实质性的危险不安，债权人不能轻易被排除在公司决议

瑕疵诉讼的原告范围之外。 

以上类型化研究思路如下： 

 
87 参见邓峰、许德峰、李建伟.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理解适用专题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社,20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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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论 

针对决议瑕疵诉讼中原告的主体法定范围尚不明确，司法裁判中对债权人在

决议瑕疵诉讼中“诉的利益“认定标准模糊等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确立债权人

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必要性，接着对理论上需解决的有关公司法

的组织性与债权人的诉讼资格的争议中的关键点给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几种确立

债权人原告资格的立法模式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后，笔者发现，应当

在决议瑕疵诉讼中有限制性地确立债权人的原告资格，从而更好地完善组织法上

对债权人的特殊保护。对确立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的几种特殊情

况类型化研究可知，决议可撤销之诉不应当确立债权人的原告资格，在决议无效

或不成立之诉中，只有在：（1）公司决议违反《公司法》第 166 条“未盈先分”

的情形；（2）公司决议违反与债权人特殊的契约安排的情形；（3）债权人为公司

债的债券持有人与受托管理人这三种情况下，可以确立债权人在决议瑕疵诉讼中

的原告资格。在司法裁判中对决议瑕疵诉讼中债权人“诉的利益“认定上，应当

结合组织法的特殊性，以法官具体判断原告提起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必要性、正

当性和紧迫性为限，考虑决议是否对债权人的相关债权产生了实质性的危险不安，

由此得出“诉的利益”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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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二】规范分析类范文二（由案例引出问题型）：《性

侵未成年人案件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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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释型毕业论文撰写指南（法学类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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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释型毕业论文除了下文详细阐释的基本形式外，优秀的鉴定式案例分

析报告也可以作为毕业论文的一种形式，详见附件三范文所示。 

 

'"�¡4O0�BC12 

1. 案件综述 

第一部分分别总结“案情概要”与“判决要旨”，本部分切记写作规范，需要

自己归纳案件事实和裁判要旨。 

2. 评释 

第二部分是对案例的“评释”，可以从以下两部分来展开。 

（1）“问题的提出”，也即本案争议焦点的提炼。一个案件可能有一个争议焦

点，也可能有若干争议焦点。若是后者，需要单独论证评释。 

（2）围绕案例事实对上述争议焦点的理论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包括讨论原告

的请求权基础（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以及法律规范对案件事实的涵摄推理。此

外，对于相关法律规范本身的合理性等也需要在“评释”部分加以探讨。 

3. 结语 

结论部分有三个任务：（1）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裁判思路和裁判要旨；（2）

简述相关理论问题探讨的结论；（3）说明本案裁判思路对相关类案是否具有借鉴

意义等。 

4. 参考文献、附录、致谢或者后记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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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指标 优秀 良好 一般 不合格 

案例选取 
 
对评释案例

选取的评价 

选取案件有代表性

或争议较大，争议焦

点具有较大研究意

义，裁判结论、推理

过程或自己的评释

能够对相关案例有

较大的借鉴或指导

价值，能找到出判决

书外更多材料的更

优。 

选取案件有代表

性或争议较大，

争议焦点具有一

定研究意义，裁

判结论、推理过

程或自己的评释

能够对相关案例

有一定的借鉴或

指导价值。 

选取案件有代表

性或争议较大，

争议焦点具有一

定研究意义。 

选取案件缺乏

代表性或争议

焦点的研究意

义不大。 

裁判评释 
 
对相关司法

裁判或仲裁

过程及结果

的分析、评

析等 

对案件争议焦点的

选取是否准确进行

合理评析，对案件事

实的认定问题进行

简单的描述，对原告

请求权基础的准确

性以及法院裁判的

合理性进行准确评

析，能够对法院的裁

判结果与裁判效果

进行准确的评析。 

对案件争议焦点

的选取是否准确

进行评析，对原

告请求权基础的

准确性以及法院

裁判的合理性有

一定的分析，能

够对法院的裁判

结果与裁判效果

进行一定的评

析。 

对案件争议焦点

的选取是否准确

进行评析，对原

告请求权基础的

准确性以及法院

裁判的合理性有

一定的分析，能

够对法院的裁判

结果与裁判效果

进行一定的评

析。 

未对争议焦点

的选取进行评

析，对原告请

求权基础的分

析和法院裁判

过程及裁判结

果的分析不够

细致、准确。 

理论评释 
 
对案件涉及

主要争议焦

点的理论探

讨。 

能找准案件背后的

核心理论问题，并对

相关问题的研究有

一定的综述能力和

分析能力。能够对相

关问题作出准确、精

炼、恰当和富有成效

的分析。 

能找准案件背后

的核心理论问

题，并对相关问

题的研究有一定

的综述能力和分

析能力。能够对

相关问题作出一

定的分析。 

能找准案件背后

的核心理论问

题，并能加以一

定的分析。 

对案件背后的

理论问题把握

不够准确，相

关分析缺乏逻

辑性，论证缺

乏支撑的。 

引文格式 
 
 

格式正确，参考文献

和脚注引用合理。参

考文献数量合理，核

心期刊数量占比较

高。 

格式基本正确，

有少数错误。参

考文献数量较为

合理，有一定数

量的核心期刊文

献。 

格式基本正确，

错误较多。参考

文献数量较少，

个别核心期刊文

献。 

格式严重错

误。参考文献

数量严重不

足，几乎没有

核心期刊的参

考文献。 

语法 
 

用词精准、恰当。行

文清晰、准确。语法

基本上没有错误。 

用词比较准确、

恰当。行文比较

清晰、准确。有

个别语法错误。 

用词准确和恰当

缺乏。行文清晰

性和准确性有待

加强。语法错误

较多。 

用词混乱。行

文混乱。大量

语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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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夫妻订立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既不同于离

婚财产分割协议，也有别于夫妻财产制契约。合法有效

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财产制契约引起的物权变

动，依然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但是，其效力

可分为对内和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即在夫妻内部发生效

力，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则上，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与夫妻财产制契约均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对抗婚姻关

系外的与夫妻一方或双方从事交易的第三人，除非该第

三人知道。继承人取得的是被继承人的法律地位，故其

不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或财产制契约不得对抗的第三

人。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契约；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婚姻

法；不动产物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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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某甲与被告李某某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子唐某乙。唐某甲与前妻曾生

育一女唐某（原告），离婚后由其前妻抚养。唐某甲父母均早已去世。2010

年 10 月 2 日，唐某甲与被告李某某签订《分居协议书》，双方约定：“财富

中心和慧谷根园的房子归李某某拥有。李某某可以任何方式处置这些房产，

唐某甲不得阻挠和反对，并有义务协办相关事务。湖光中街和花家地的房产

归唐某甲所有。唐某甲可以任何方式处置这些房产，李某某不得阻挠和反对，

并有义务协办相关事务。”唐某甲于 2011 年 9月 16日在外地出差期间突发疾

病死亡，未留下遗嘱。唐某甲去世时，财富中心房屋仍登记在唐某甲名下，

尚欠银行贷款 87 万余元未偿还。 

一审原告唐某认为，财富中心房屋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属于其个人财产，

唐某依法享有继承权。一审被告李某某、唐某乙认为，登记在唐某甲名下的

财富中心房屋并非唐某甲的个人财产，不应作为其遗产予以继承。根据《分

居协议书》，财富中心房屋属于李某某个人财产，唐某无权继承。 

´5µ�6[� 

1.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唐某甲与李某某虽然在《分居协议书》中约定了财富中

心房屋归李某某所有，但直至唐某甲去世，该房屋仍登记在唐某甲名下。故

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应根据物权登记主义原则，确认该房屋属于唐

某甲与李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应由李某某、唐某乙和唐某三个继承人继承。

李某某、唐某乙不服，提起上诉。 

2.二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财富中心房屋的归属问题。本案中

唐某甲与李某某签订的《分居协议书》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而非离婚财产

分割协议。因为唐某甲与李某某是不以离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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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作出的分割，故此，应认定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

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唐某甲与李某某所签《分居协议书》已

经确定财富中心房屋归李某某一人所有。该房虽仍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并不

影响双方对上述房屋内部处分的效力。夫妻之间的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

通过书面形式，在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婚后共有财产归属

作出的明确约定。此种约定充分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

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故就法理而言，亦应纳入非依法律行为即可发生

物权变动效力的范畴。因此，当夫妻婚后共同取得的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

议时，应当根据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是否有效、有无涉及第三人利益

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只

要有充分证据足以确定该不动产的权属状况，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就应当

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

先保护事实物权人。 

本案中协议书系唐某甲与上诉人李某某基于夫妻关系作出的内部约定，

是二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的结

果，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均具有

约束力。财富中心房屋并未进入市场交易流转，其所有权归属的确定亦不涉

及交易秩序与流转安全。故唐某虽在本案中对该约定的效力提出异议，但其

作为唐某甲的子女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因此，虽然财富中心房

屋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双方因房屋贷款之故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

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原则不应影响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约定的效

力。且结合唐某甲与李某某已依据《分居协议书》各自占有、使用、管理相

应房产之情形，应当将财富中心房屋认定为李某某的个人财产，而非唐某甲

之遗产予以法定继承。一审法院根据物权登记主义原则确认财富中心房屋为

唐某甲与李某某夫妻共同财产实属不妥，应予调整。据此，二审法院变更一

审判决，判决财富中心房屋归李某某所有并由李某某偿还剩余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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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二审判决所言，本案的核心争议就是财富中

心房屋的归属。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唐某甲与李某某

在分居协议书中约定了该房屋归李某某单独所有，但

由于当事人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故房屋的

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依然属于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共

有财产。原告唐某对于属于唐某甲个人的部分享有继

承权。二审法院则认为，分居协议书并非离婚财产分

割协议，而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只是夫妻内

部对财产进行的分配，并不涉及交易流通领域，无关

第三人利益。加之该协议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基于

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因此协议一生效，无须登记即

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财富中心房屋属于李某某个

人所有的财产，唐某无权继承。 

由此可见，解决财富中心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的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唐某甲生前与李某某签订的分居

协议书的性质与效力。具体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首先，

该分居协议书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还是婚内财产分

割协议？如果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是否就是

夫妻约定财产制？所谓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否有

效？因该协议引发的物权变动是否不以登记为生效

要件？分居协议对财富中心房屋归属的约定能否对

抗协议外的第三人唐某？当分居协议对房屋所有权

归属的约定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时，以何者

为准？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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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夫妻财产制的演进 

1980 年 9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虽然

该款也允许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财产归属进行约定，但约定的对象限

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不包括夫妻婚前的财产。当时，由于广大

人民群众总体上比较贫困，夫妻婚前有个人财产的很少，且社会上离婚、再

婚的情形也较少。因此，《婚姻法》此种简略之规定也未产生太大的问题。

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财富大量

增加。同时，社会上的离婚率也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原有的对夫妻财产制的

法律规定已不足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2]。 

为了更好地规范夫妻财产关系，2001 年 4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决定》对原《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方面，将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适用范围扩张至婚前财产。修改后的《婚姻法》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

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另一方面，

区分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即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对内和对外效力。依据《婚姻法》

第 19 条第 2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这是夫妻财产制契约对内效力的规定。同条第 3款则规

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在例外的情况下会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即“夫妻对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2.本案分居协议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在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财富中心房屋是 2002 年 12 月 16 日由唐某甲作

为买受人从房地产开发企业处购买的，而唐某甲与本案被告人之一李某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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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9 年 10 月 8 日登记结婚的。[3]由于案情并未显示唐某甲与李某某约定

了夫妻财产制，故此，依据《婚姻法》第 17 条和第 19 条第 1 款第 2 句，唐

某甲与李某某之间的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

原则上为夫妻共有财产。因此，虽然财富中心房屋是登记在唐某甲的名下，

但该房屋是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夫妻共有财产。唐某甲与李某某在 2010 年 10

月 2日签订的《分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财富中心的房屋所有权归李某某，

李某某可以任何方式处置这些房产，唐某甲不得阻挠和反对，并有义务协办

相关事务。本案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该分居协议书的性质如何？它是原告

唐某所认为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呢，还是被告李某某认为的婚内财产分割协

议？一审法院支持原告唐某的主张，认定该协议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而二

审法院认为，该协议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夫妻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

何种夫妻财产制所做的约定，即夫妻约定财产制。原因在于：从本案《分居

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并不希望解除

法律上的婚姻关系，而是继续维持婚姻关系。双方通过“采取离异不离家的方

式解决感情破裂的问题”，同时对夫妻共有的不动产进行了分割，即财富中心

和慧谷根园的房子归李某某拥有，湖光中街和花家地的房产归唐某甲所有。

因此，本案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分居协议书并非以解除婚姻关系为目的而对夫

妻共有财产所做的分割，而是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分割共同财产即所

谓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本文认为，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分居协议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而非离

婚财产分割协议。二审法院的观点值得赞同。但是，二审法院将婚内财产分

割协议直接等同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则不太妥当。首先，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不同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后者是指，夫妻协商解除婚姻关系即协议离婚时

就共有财产如何分割做出的约定。《婚姻法》第 39 条第 1款规定：“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

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该款中的“协议”就是离婚财产分割

协议。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夫妻双方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自愿对

夫妻共有财产如何分割达成的约定。其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最大的区别在于

是否解除婚姻关系。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达成的同时或之后，夫妻即解除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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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达成后，夫妻并不立即离婚，而是依旧维持婚姻关

系。从本案来看，唐某甲与李某某达成分居协议后并未解除婚姻关系，而是

继续维持婚姻关系，故此该分居协议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其次，夫妻约定财产制，也称夫妻财产制契约或夫妻财产合同，是指婚

姻当事人为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以契约所选定的夫妻财产制。选定夫妻

财产制的契约就是夫妻财产制契约，其契约内容系关于夫妻财产关系，但是

当事人仅能就法律所明定的各种约定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夫妻财产制。[4]至

于所选择的财产制的具体内容，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合意变更。

《婚姻法》第 19 条提供了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即分别财

产制、一般共同制和部分共同制。分别财产制就是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一般共同制就是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部分共同制度是指，夫妻约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婚

姻当事人只能在这三种夫妻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不能超出该范围选择，否则

无效 [5]。 

夫妻财产制契约可以在当事人成立婚姻关系之前缔结，也可以在婚姻关

系成立的同时缔结，但能否在婚姻关系成立之后缔结，比较法上有不同的态

度。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允许当事人订立夫妻财产制契约，

且不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同时抑或结婚后，都可以订立、修改或废除夫妻财

产制契约。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012 条规定：“夫妻于婚姻关系存

续中，得以契约废止其财产契约，或改用他种约定财产制。”法国、日本等国

家则禁止夫妻在婚姻关系成立后再订立或改废夫妻财产制契约。例如，法国

民法原本严格禁止配偶在结婚中订立或改废夫妻财产制契约，但是 1965 年修

改民法时，允许在某些法定原因出现时，依据法院的裁判和配偶的共同申请

而订立或改废夫妻财产制。之所以有些国家禁止夫妻在婚姻关系成立后订立

或改废夫妻财产制契约，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各个配偶的利益，尤其是保护

债权人不受诈害。“盖就外部关系而言，负债的配偶于结婚存续中，可订立或

改废夫妻财产制契约，将其财产所有权转移给他方配偶，期以达到诈害债权

人的目的。就内部关系而言，专横自私的一方配偶，就有机会逼迫他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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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改废于己有利之夫妻财产制契约，使善良一方被欺凌压榨。”[6]从我国《婚

姻法》的规定来看，立法者并未限定当事人缔结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时间，亦

未禁止夫妻在结婚后缔结财产制契约。通说认为，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自由，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即便是在婚姻关系成立后缔结夫妻财产制契约

亦无不可，无非婚后订立的财产制契约只能自订立之日起生效，约束以后的

夫妻财产关系。 [7] 

从本案来看，由于唐某甲与李某某订立的分居协议只是针对原属于夫妻

共有财产的四套房屋的归属进行了约定，并非是从《婚姻法》第 19 条规定的

三种财产制中加以选择。因此，分居协议仅对四套房屋的归属具有拘束力，

对于以后夫妻财产关系并无拘束力。换言之，该协议只是夫妻之间从事的具

有财产法内容的法律行为，即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并不是唐某甲与李某某对

财产制的约定即夫妻约定财产制。正因如此，一、二审法院仍将唐某甲去世

的个人名下的存款、汽车等财产作为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夫妻共有财产。就成

立在婚姻关系之后的夫妻财产制契约而言，其与夫妻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具有

相似之处，如都成立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为夫妻对财产归属的约定。

但二者依然存在区别。申言之，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夫妻双方从法律规定的财

产制形态中进行选择的约定，因此它并非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财产归属做

出的约定，而是一般性地建构夫妻之间的财产法状态，对契约成立之后夫妻

的财产关系将产生一般性的、普遍性的拘束力。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只是针对

某个或某些特定财产归属做出的约定，并不具有普遍的拘束力，更不具有对

未来夫妻财产关系的拘束力。它只是夫妻之间从事的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法性

质的法律行为。 [8]类似的法律行为还有很多，如丈夫与妻子约定将原属于丈

夫个人或原属于夫妻共有的房屋赠与妻子，作为妻子单独所有的财产。当然，

夫妻财产契约与普通法律行为也可以相结合，例如，夫赠与妻以财物，限定

该物为特有财产。 [9]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夫妻财产制契约的

登记制度，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财产制契约原则上都只是在夫妻内部发

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目前区分二者的实践意义不太大，但理

论上仍应注意上述差异。 

3.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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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唐某甲与李某某达成的分居协议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的

效力如何，值得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除非符合法定事由，否则该协议无

效。 [10]因为夫妻共有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是以共同关系为基础的。

所谓共同关系是指“二人以上因共同目的而结合所成立，依法律或习惯足以成

为共同共有基础之法律关系”。 [11]既然共同共有是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产生

的，那么在这种关系没有终止前，各共有人既不能处分其应由部分，也不能

请求分割共有物。就夫妻共有财产而言，此种共同共有是建立在夫妻关系的

基础上的。“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特质，乃以道义的理想主义为基础，同时兼顾

实际的经济生活。男女既因结婚而发生身份上的共同生活，为适应身份上的

共同生活，夫妻在经济上亦应合而为一，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婚姻生活。因

此夫妻应捐弃各自财产独立的机能，并排除各人多种的经济利益，而组成统

筹支配的单一财团，俾能夫妻同甘苦共患难，而符合婚姻道义的理想生活；

同时，对外部关系而言，夫妻财产之单一化，能增加对债权人之信用与担保，

此对于交易安全之促进，亦有贡献。”[12]我国《物权法》第 99 条明确规定：“共

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

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

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

当给予赔偿。”也就是说，除了共有的基础丧失即共有关系消灭外，在有重大

理由时，共同共有人也可以分割共有物。就夫妻共有财产分割的重大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 4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

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

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

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由此可

见，除非存在上述两种情形，否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不能请求法

院分割共同财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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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自愿达成的对共有财产加以

分割的协议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自由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物权法》第 99 条只是对共同

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人中的一方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做出的限制，即对共

有人的分割请求权做出的，而不是对共有人约定分割共有财产的限制。事实

上，从该条表述来看，既然共有人可以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的，

各共有人应当遵守约定，而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共同共有人只有在“在

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以请求分割。那么，共同共

有人当然也可以约定对某些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即便此时共有的基础没有丧

失且无重大理由。其次，基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是全体共同共有人

协商一致，是当事人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又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或损害第三人的利益、集体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为何不能承认在

夫妻之间承认此种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最后，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也认定此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互相从事的财产性法律行为是合法有

效的。《婚姻法解释（三）》第 6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

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

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

六条的规定处理。”显然，这个婚姻关系期间夫妻之间的赠与合同与夫妻之间

成立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是一样的。再如，对于夫妻之间签订的一方向另

一方支付所谓“空床费”的协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认为：“夫妻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设计财产问题的协议。经审查不存在欺诈、胁迫

的情形，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应当认定为有效。离婚时一方主张按照协议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

不解除婚姻关系同时也没有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形下，对该主张不予支

持。”[14]此外，一些地方法院的规范性文件也明确承认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订立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

家庭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民一[2007]5 号）第 7 条规定：“夫妻共

同生活期间或者分居期间达成的财声分割协议，当事人无证据证明其具有无

效或可撤销、可变更的法定情形，或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应认定协议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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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拘束力。如果财产分割协议以离婚为前提条件，而双方未离婚的，应该

允许当事人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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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法律行为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区分 

依据引发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是否是法律行为，可将物权变动分为基于

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前者是指，因法律行为

而导致的物权变动，如买卖机动车、抵押房屋、转让土地使用权等。后者是

指，由于法律行为之外的其他法律事实而引发的物权变动。民法理论上能够

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也较多，如取得时效、征收、没收、

法定继承、生产、法定物权、强制执行、先占、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

添附等。我国《物权法》未规定先占、添附、取得时效等制度，但该法在第

28 条至第 30 条对继承、法律文书、征收决定、合法建造与拆除房屋等比较

典型的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作出了规定。 

区分基于法律行为的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根本意义在于，物

权的公示方法与公信原则能否适用上有所不同。首先，就基于法律行为的物

权变动而言，我国《物权法》原则上采取的是登记（或交付）生效要件主义，

即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登记，

物权变动效力不发生（第 6 条第 1 句、第 9 条第 1 款）；基于法律行为的动

产物权变动（设立和转让），不交付，物权变动效力不发生（第 6条第 2句、

第 23 条）。但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则自该法律行为之外的事实成

就之时，物权变动效力即发生。无非依法律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享有不动产

物权者，再行处分该物权时，如果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则未经登

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第 31 条）。 

其次，《物权法》第 106 条规定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取得人依法

律行为取得不动产或动产物权的情形。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旨在维护交易安全，

提高交易效率，只有当受让人是通过法律行为取得物权的，才发生善意取得

的问题。倘若受让人是基于法律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如依继承、强制执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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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取得物权的，不适用善意取得。 [15]对此，不少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均有明文

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892 条第 1款规定：“因法律行为取得土地上

之权利，或就此项权利取得其所负担之权利者，土地登记簿的内容，为取得

人的利益，视为正确，但对其正确性已为异议登记，或其不正确为取得人所

明知者，不在此限。”德国民法学通说与判例明确指出，由于第 892 条、第 893

条旨在保护基于法律行为而为之交易，故而只有因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时，

才可能发生善意取得的问题。所谓因法律行为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就是指

通过物权行为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情形，既包括依据《民法典》第 873 条进行

的不动产所有权的转让，也包括因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内容的变更或者物权

的抛弃。[16]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759 条之一第 2款规定：“因信赖不动产

登记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

因原登记物权之不实而受影响。”台湾民法学通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在于维

护交易安全，其受保护的应限于法律行为上的交易，例如受让房屋所有权、

设定抵押权等。依法律规定（如继承）而取得不动产物权不包括在内。 [17] 

2.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起的物权变动是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本案二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对于非基于法律行为

所引起的物权变动亦进行了例示性规定，列举了无须公示即可直接发生物权

变动的情形。当然，这种例示性规定并未穷尽非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

的所有情形，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关情形亦应包括在内。”“在夫妻

财产领域，存在大量夫妻婚后由一方签订买房合同，并将房屋产权登记在该

方名下的情形，但实际上只要夫妻之间没有另行约定，双方对婚后所得的财

产即享有共同所有权，这是基于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而非当事人之间的

法律行为。因为结婚作为客观事实，已经具备了公示特征，无须另外再为公

示。而夫妻之间的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在平等、自愿、

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婚后共有财产归属作出的明确约定。此种约定充分

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故就

法理而言，亦应纳入非依法律行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范畴。” 

本文认为，二审法院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起的物权变动作为非基于法

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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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还是夫妻财产制契约，均为婚姻关系当事人即夫妻

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体现的是当事人合意。它们都属于典型的双方法律行

为，由此引起的物权变动本身就是当事人所意欲的、追求的法律效果，而非

直接依据法律规定发生的。二审法院在已经将分居协议认定为“充分体现了夫

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的同时，又将由此产生的物权变动的依据界

定为《婚姻法》第 19 条，显然自相矛盾。 

3.夫妻财产制契约、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 

二审法院之所以错误地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发的物权变动作为非基于

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根源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到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财

产制的对内与对外效力的区分。其在错误理解《婚姻法》第 19 条的基础上，

直接将该条作为物权变动的法律依据，进而误以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

财产制契约在夫妻关系内部引起的法律效果就是因法律规定直接引发的物权

变动效果，不以登记或交付为生效要件。本文认为，尽管“夫妻财产制系亲属

法上的财产法，其内容对普通财产法而言，实具有特别法之地位”[18]。相对于

《物权法》对财产的一般规范，《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规定是特别规定。

但是，这仅仅意味着在夫妻内部关系中，《婚姻法》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

而在涉及第三人时，依然只能适用《物权法》的规定。 

首先，依据《婚姻法》第 17 条至 19 条，如果当事人没有采取约定财产

制，则采取法定财产制，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原则上将因法律的

规定而直接成为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不过，这种因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效果

只是发生在夫妻之间，原则上不能对抗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除非第三人

知道。因为尽管夫妻之间存在“结婚”这一客观事实，但该事实并非如二审法

院所言“具备了公示特征，无须另外再为公示”。《物权法》第 6 条已经明确

规定了，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法，动产则以交付为公示方法。这

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做出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于所有基于法

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夫妻之间当然可以以结婚作为确定财产归属和内

容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在与第三人的交易中，只有《物权法》规定的

登记或交付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公示方法。如果将结婚作为一种新

的公示方法，势必对交易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害。以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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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房屋为例，如果夫妻之间是法定财产制，则即便该房屋登记在丈夫或

妻子一方名下，依据《婚姻法》的规定，该房屋仍然是夫妻共有财产。也就

是说，就夫妻内部关系而言，房屋登记在谁的名下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并

不那么重要。但是，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以及不动产登记机关在判断房屋

所有权的归属和内容时，却只能依据不动产登记的记载，因为不动产登记簿

的记载是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物权法》第 16 条第 1款）。在这

种情形下，如果强调结婚作为夫妻财产制的公示方法，不仅会极大地破坏不

动产登记制度的公示力，也容易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法律交往和交

易安全都是极大的威胁。 [19]正因如此，我国法律上才不得不采取以下两种方

法加以补救：（1）既然我国的夫妻法定财产制是夫妻共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取得的财产，因此依据《物权法》第 102 条第 1 句，原则上夫妻对外所负债

务也为连带债务，即夫妻承担连带责任，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

《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对此做了进一步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

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2）因夫妻法定财产制导致真

实物权与法律物权（即公示方式显示出来的物权）不一致时，善意信赖物权

公示方法（交付或登记）的第三人受到《物权法》第 106 条确立的善意取得

制度的保护。就夫妻共有房屋而言，如果登记簿上登记的是夫妻一方单独所

有权，则善意信赖登记簿记载的人受到法律保护。《婚姻法解释（三）》第

11 条第 1款明确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

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如果夫妻之间存在财产制的约定即夫妻财产制契约，该契约也只

是在夫妻之间发生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因为我国《婚姻法》未如域外法

上那样明确要求夫妻必须将财产制契约进行登记，从而能够为第三人所知悉。

《德国民法典》第 1412 条规定：“夫妻废止或变更法定财产制者，就配偶之

一方与第三人所谓之法律行为，以财产制契约登记于管辖机关之登记簿，或

于法律行为时已为第三人所知悉者为限，始得对抗第三人；就配偶之一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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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间诉讼之确定判决，以诉讼系属中，其财产制契约已经登记或为第三

人所知悉者为限，始得对抗之。前款规定，夫妻就已经登记之财产关系之事

项，以夫妻财产制契约予以废止或变更时，亦适用之。”这就是说，夫妻财产

制契约如果不登记或不为第三人所知悉，是不能对抗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 1008 条第 1 项也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之订立、变更或废止，非

经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我国《婚姻法》没有建立夫妻财产制登记簿，

因此夫妻关于财产制的约定无法登记。如果只是一个夫妻内部的约定就能够

对抗外部的第三人，势必对第三人的权益和交易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故此，

《婚姻法》第 19 条第 2、3 款明确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限制在内部，原

则上不对外发生效力，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财产制契约。至于第三人是否知

道，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婚姻法解释（一）》第 18 条）。学说上

亦认为，“夫妻财产契约成立即生效，即在配偶间及其继承人间发生财产契约

的物权效力，婚姻关系当事人受此物权效力的约束。在夫妻财产契约中无论

约定分别财产制还是个别财产归一方所有的财产制，乃至就使用权、收益权、

处分权的约定，都依其约定发生物权效力”[20]。由于登记是客观事实，易于

举证，而第三人是否知道，在证明上显然更为错综复杂，因此如果未来我国

能够建立夫妻财产制登记制度对于维护交易安全，显然更为有利，但是，无

论如何，我国民法与域外婚姻法一样，也是区分了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对内效

力与对外效力的。申言之，夫妻财产制契约原则上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仅仅在夫妻之间发生法律效力，除非第三人知道该契约。如果按照二审法院

的观点，夫妻财产制契约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那就等于将仅仅

在夫妻内部引起的财产变动的效力扩及于外，使得原本在夫妻之间才有效力

的契约产生了对外效力，这势必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如前文所述，由于欠缺夫妻财产制登记簿，因此我国现行法上也不太区

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约定财产制。显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做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也应区分为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即原则上其

只是在夫妻之间发生效力，不能对抗婚姻关系外的第三人，对当事人双方具

有约束力。但是，由于它们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因此，要想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并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仍然必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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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第 9条第 1款、第 23 条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不动产登记或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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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唐某主张其有权继承财富中心房屋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该房

屋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属于唐某甲的个人财产。显然唐某是通过主张不动产

登记簿的积极推定效力，来确定财富中心房屋的归属。然而，由于唐某甲与

李某某之间有一个分居协议，该协议中将财富中心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已经从

共同共有变为李某某单独所有。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唐某是否属于分居协

议能够对抗的第三人？本案二审法院认为，“唐某虽在本案中对该约定的效力

提出异议，但其作为唐某甲的子女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因为“第

三人主要是相对于婚姻家庭关系外部而言，如夫妻财产涉及向家庭以外的第

三人处分物权，就应当适用物权法等调整一般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法律

规定。而对于夫妻家庭关系内的财产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本文认为，唐某并非是第三人，但原因不在于唐某是唐某甲的子女。唐某虽

然是唐某甲的女儿，但是唐某在提起诉讼时早已成年且一直与其母亲共同生

活，并未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家庭成员，唐某当然属于婚姻关系外的第三人。

此外，本案二审法院将第三人扩张性地解释为“婚姻家庭关系外的人”既没有

依据，也是不合理。因为，无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还是夫妻财产制契约，都

只是在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即夫妻之间产生的，那么第三人自然应当就是

指夫妻之外的人。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婚姻法》第 19条第 3款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不得

对抗的第三人，还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不能对抗的第三人，都必须是夫妻之

外的与夫妻双方或一方从事交易行为的人。首先，区分夫妻财产制契约和婚

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对内与对外效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于：防止与夫妻双方或其

中的一方从事交易行为的第三人，在不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遭受不测损害，

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之目的。其次，如果某人虽然是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

但其并未与夫妻双方或一方从事交易行为，夫妻财产制契约或婚内财产分割

协议均可以对抗之。即便其主张登记簿的推定力，也可以通过该契约或协议

加以推翻。第三人与夫妻双方或一方从事的“交易行为（Vekehrsgescha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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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指双方法律行为，即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夫妻二人或者夫妻中的一人，

另一方是夫妻之外的第三人。这就意味着该法律行为的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同

一 性 （ nichtidentischseinduerfen ） ， 既 包 括 不 具 有 人 格 上 的 同 一 性

（Persongleichheit），也包括不具有经济上的同一性（WirtschaflicheIdentitaet）。
[21] 

另一方面，所谓交易行为是指具有财产性的法律行为，如买卖、抵押、

质押、信托等。从本案来看，唐某虽然是第三人，但是其并没有与唐某甲、

李某某从事以财富中心房屋为标的物的交易行为，而只是主张其对财富中心

房屋的法定继承权。唐某不属于本案唐某甲与李某某订立的夫妻财产分割协

议所不能对抗的第三人的范围。一方面，继承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物权法》第 29 条），因此，不存在为了维护交易安全，而将继承人唐某

作为第三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虽然表面上唐某是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

但是由于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法律地位属于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因此被

继承人与继承人在法律地位上视为同一人。 [22]唐某作为唐某甲的继承人就意

味着其取代了唐某甲的法律地位，成为唐某甲与李某某签订的婚内财产分割

协议的当事人一方，自然该协议对唐某甲也发生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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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第 16 条第 1 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

据。”因此，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推定效力。所谓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也

称“不动产登记簿的公示力”或“不动产登记簿正确性的推定”（Die Vermutung 

der Richtigkeitdes Grundbuchs）。 [23]它是指，不动产物权记载于不动产登记

簿后，推定该登记簿上所记载的该物权的归属和内容与真实的物权的归属和

内容是一致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是一种权利推定而非事实推定。申言

之，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不是要推定登记名义人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登记簿

上记载的权利的，而是推定该权利的存在；不是推定在登记簿上注销的权利

从未产生或已因某种法律事实而消灭，而是推定该权利不存在。 

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可以分为两类，即积极推定与消极推定。不动产

登记簿的积极推定，是指凡是不动产登记簿上为某人登记了物权的（ein 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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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getragen），就推定此人按照登记簿上的记载享有该物权。所谓“按照登记

簿上的记载”意味着，该人按照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的种类（如所有权还是抵

押权抑或其他的物权）、内容（如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范围等）和顺位（如第

一顺位或第二顺位抵押权）等享有物权。 [24]在积极推定中，被推定存在的权

利必须是已经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进行了记载的物权。因此某项物权并未在不

动产登记簿上进行记载时（如当事人虽已向登记机构提出申请但尚未记载入

登记簿中），则不存在积极推定。如果某项物权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进行了记

载，那么即便该项登记是在违反不动产登记程序法的情形下发生的，依然适

用积极推定。这就意味着，纵使有人对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正确性存有异

议，他也不能仅仅以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违反了不动产登记程序法为由

来反驳积极推定。因为积极推定并非对实体权利产生要件是否存在、是否合

法有效而做出的推定，而只是对权利的存在（这种状态）的推定。不动产登

记簿的消极推定，是指凡在不动产登记簿上注销了某一物权的（ ein 

eingetragenes Recht geloescht），就推定该物权已不复存在。消极推定适用的

前提是不动产登记簿上“曾经记载过”的物权被注销了。倘若某一物权根本就

没有被记载到登记簿中，则消极推定的前提就不存在。至于该权利被从登记

簿上注销的原因是什么，在所不问。 

本案原告（被上诉人）唐某在诉讼主张了不动产登记簿的积极推定力，

即其依据房屋登记簿上仅记载了唐某甲为单独的所有权人，而认定该房屋是

唐某甲的个人财产，其享有继承权。本文认为，唐某依据《物权法》第 19条

第 1 款主张的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可以被唐某甲与李某某的分居协议所推

翻。唐某要继承财富中心的房屋，首先该房屋必须是被继承人唐某甲的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法》第 3 条）。然而，李某某认为财富中心

房屋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因此就财富中心房屋的归属存在争议。唐某因继承

唐某甲的权利义务，故而成为与李某某存在争议的一方当事人，而在有争议

的当事人之间，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仅仅是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有利于主张

推定力之人，却并非确定不动产物权归属的唯一依据。故此，他方当事人可

以举证反驳登记簿推定力，而在本案中李某某提出的其与唐某甲之间的分居

协议就是有力的证据，其足以推翻登记簿的推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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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案情虽然简单，却涉及婚姻法、合同法、

物权法等法律部门中的诸多法律问题，如婚内财产分

割协议的效力？因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发的物权变

动是否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何区分

夫妻财产制契约、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对内与对外效

力等等。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唐某甲与李某某订立

的分居协议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在唐某甲

与李某某内部具有法律效力，即便不登记也不影响此

种内部效力。但因该协议不具有公开性，外界无从得

知。故，为使第三人免受不测损害，保护交易安全，

夫妻内部的财产分割协议不能对抗夫妻关系之外的

第三人。所谓第三人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之外的独立的

民事主体，还必须是与夫妻双方或一方存在交易行为

的人。本案唐某不属于第三人的范围，而且由于财富

中心房屋的归属存在争议，故此唐某主张的登记簿推

定力可以被推翻。最终，应当认为财富中心的房屋属

于李某某单独所有，不属于遗产范围。 

本案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虽然正确，但令人遗憾

的是，其在说理上有明显的错误与漏洞，如混淆婚内

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财产制契约、错误地将夫妻财产

制契约引发的物权变动作为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

变动等。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正式的文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具有很大的权威

性。[25]其刊载之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各级法院的判

决书，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具有

很高的权威性，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 [26]如果公报刊载的判决虽然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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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的，但说理上却逻辑混乱甚至有明显的错误，

则只会给司法实践制造更多的混乱。 

【注释】 

本文写作过程中，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龙俊

博士曾提出若干颇有价值的意见，谨致谢忱！ 

[1]为节约篇幅，本文对案情和判决理由均加以

简化处理。本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2014 年第 12 期（总第 218 期），第 31~35 页。

二 审 判 决 书 全 文 可 在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ww.court.gov.cn/zgcpwsw/）上查询到。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草

案）》的说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王胜明、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修改立法资料选》，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7 页。 

[3]唐某甲与李某某结婚的日期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本案例时被省略，本文

认为，该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该事实参见本案二审判

决书全文，“唐×1等与唐×2法定继承纠纷案”，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 09467

号民事判决书。 

[4]高凤仙：《亲属法理论与实务》（增订七版），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115 页。 

[5]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学》，北京：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9 页。 

[6]戴炎辉、戴东雄、戴蠫如：《亲属法》，台

北：作者印行 2009 年版，第 148~149 页。 

[7]刘淑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条文解释》，

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2 页；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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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适用指南》，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5 页；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学》，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第 192 页；马忆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二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4 页；蒋月主编：《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第

二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9 页。 

[8]史尚宽先生明确指出：“夫妻财产契约，与未婚或已婚配偶间有财产法

内容之法律行为不同。在前者关于配偶间婚姻财产法上之秩序，惟得于配偶

间行之。其他法律行为（例如赠与、买卖、借贷、租赁、合伙）则在其人（配

偶）之间，亦为可能。”史尚宽：《亲属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1 页。 

[9]史尚宽：《亲属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1 页。 

[10]马忆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9 页。 

[1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台北：作者印行 2010 年版，第

584 页。 

[12]戴炎辉、戴东雄、戴蠫如：《亲属法》，台北：作者印行 2009 年版，

第 196~197 页。 

[13]司法解释该条将夫妻共有财产分割的重大理由严格解释为两种情形，

意味着既不能类推适用，也不得扩大解释，“以免夫妻双方或者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随意主张分割共同财产请求权，损害家庭稳定及影响夫妻共有财

产保障功能的实现。”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三）理解与

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4 页。 

[14]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典型案例精选》，北京：人

民法院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5 页。 

[15]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载《法商研究》2010 年

第 5期。 

[16]Klaus Mueller， Sachenrecht， 4Aufl.， Carl Heymanns， 1997，

Rn.1057-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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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7~88

页。 

[18]戴炎辉、戴东雄、戴蠫如：《亲属法》，台北：作者印行 2009 年版，

第 133 页。 

[19]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3 页。 

[20]杨立新：《家事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0~301 页。 

[21]Staudinger/Gursky，§892，Rn.97.Jauernig，§892，Rn.10. 

[22]例如，采取登记或交付作为物权变动对抗要件的日本法，继承人善恶

意与否，完全不用考虑。继承人属于物权变动绝对可以对抗的第三人。因为

继承人相当于完全取代了被继承人的地位，所以只要对被继承人有效力的法

律关系，对继承人当然有效力。详见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载《法学研究》2012 年第 5期。另参见[日]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本），

陆庆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5 页；[日]近江幸至：《民法讲

义Ⅱ物权法》，王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6 页。 

[23]Klaus Mueller，Sachenrecht，4Aufl.，Carl Heymanns，1997，Rn.1040. 

[24]程啸：《不动产登记簿之推定力》，载《法学研究》2010 年第 3期。 

[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本院发出的内部文件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不一致的均以公报为准的通知》（1985 年 7月 2日法（办）

发[1985]14 号）。 

[26]《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重申本院发出的内部文件凡与〈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公布的内容不一致的均以公报为准的通知》（1988 年 6月 4日）。 

作者简介：程啸，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注：本文刊载于《暨南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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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三】案例评释类范文二（鉴定式案例分析类范文）：

《王某、陆某、魏某、杨某、郭某车辆纠纷案的鉴定式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