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陕甘宁边区的破产立法

肖周 录�

� � 超源于罗马法的破产法律制度,在 19世纪末传播到了东方,并为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所

接受。据典籍记载,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始仿日本法制, 制定了破产律。中华民国

时期, 1915 年曾拟定破产律草案, 1934年颁布商人债务清理暂行条例, 1935年公布破产法,

1937年曾加以修订。� 最近发现的史料证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曾运用破产法

律手段处理社会经济事务。边区政府在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中增加了关于破产问题处理的条

款,边区高等法院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破产处理办法�(以下简称�破产办法�,成为审理此

类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笔者依据新近发现的有关史料, 对边区破产立法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作一简介。�

一、�破产办法�的制定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局面的形成, 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

中,这就为边区农业、工业、商业以及财政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陕甘宁边

区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保护的方针,鼓励其发展。边区的私人资本主义主要是商业。据史料

记载, 由于边区政府的鼓励和支持, 陕甘宁边区的私人商业发展很快。以延安市为例, 1937年

150家, 1940年 280家, 1941年 355家, 1944年 473家,资本总额十万万零七百一十三万元(不

算产业资本只算流通资本) ,其中大商户数占 3�4%, 资本额占 23�9% ;中商户数占 28�7% ,资

本额占 49�1%;小商户数占 67�9% ,资本额占 27%。� 而同年延安市 67家公营商店的资本大

约也是十万万元。这个数字说明,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 1944年底, 延安市 473家私人商店

所拥有的资本已大致与公营商店的资本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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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01页。

�陕甘产边区破产处理办法�及立法的说明书�为什么要制定破产处理办法�刊登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九辑,第 449页至 453页。这套丛书由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编写, 1990年由档案出版社公开出

版。丛书的编篡者在整理这份文献时,虽然找到了边区破产处理办法及立法说明书的全文条款,但没有详细考证

这份文献由什么机关、在 1945年的什么时候制定,只是落款为 1945年。那么,边区破产处理办法究竟是在什么样

的历史背景下,在 1945年什么时候由什么机关制定的? 依据该书提供的线索,笔者到陕西省档案馆打到原件和相

关史料,进行了研究。本文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56页。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后,由于国统区经济情况的变化, 特别是物价猛跌, 对陕甘宁边区

的经济建设和物价带来了很大影响。一是边区物价也跟着暴跌。延安市 8月 10日码子布每

尺券币 90元,麦子每斗券币 1300元,到 9 月 10日,分别跌至券币 20元和 425元。黄金 8月

10日每两边币 250万元,到 9月 4日跌至 90万元。二是由于国统区的物价跌落比边区快,以

致区外物资大量渗入边区,使边区生产的商品更难销售,导致边区部分自给性工业不得不停工

减产。三是由于物价下跌,销售困难, 商业信用发生危机。据边区银行的统计, 1945年 9月,

边区物价�续跌百分之四五十,本币退藏,工商业停滞, 特别是工厂工业与合作社发生了严重的

困难�。� 对边区内的商号商民来说, 损失同样严重。原因在于, 抗战期间, 由于物资匮乏,物

价不断上涨,只要一抓到货就可赚钱, 因而, 各地商民商号争相抢购, 以期发财。正值热潮之

中,忽然日本投降,物价狂跌, 负债商人的存货贬值, 难以抵偿所欠债务;同时别人欠他的债务

也难以追回,各地债务纠纷大量增加,形势日益严重。据延安市地方法院的统计,自 1945年 8

月至 10月,该院接收债务纠纷案达 82件,亏损大者,已经危及家产生命。延安市商号已破产

者有十家; 有破产危险者, 已知的就有六、七家; 逃跑的就有五、六家。估计延安市当时所发生

纠纷的债务在 20万万元以上。� 在农村地区, 债务纠纷也极为严重。一方面因粮价大跌,农

民还债困难;另一方面,随着物价猛跌, 货物大量由城镇市场转入农村,店家将货物赊给小贩及

合作社,小贩及合作社又赊给农民,赊出的货价有的竞高出市场价一倍以上。因而农村中除了

旧帐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帐。有的债务人无力还债便出逃他乡,甚至出现了自杀现象。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 解脱破产商民债务负累, 保护社会各阶层利益,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在征得政府同意之后,于 1945年 10月召集边区审判员联席会议,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破产处

理办法�。后经修改于同年 12月 6日由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王子宜签署意见,正式上报边区

政务委员会,拟请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布实施。12月 18 日, 边区政府召开第 117次政务会

议,专门研究高等法院呈报的破产处理办法。会议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政务委员刘景

范、李维汉等 14人参加, 边区参议会负责人谢觉哉等 4人列席会议。大家经过讨论认为,边区

破产处理办法自制定以来,在前一段试行中社会各界反响良好, 以后仍可由高等法院作为办理

此类案件之依据,不需再以边区政府名义颁行。最后, 会议决定: 在边区债务处理办法中增列

关于破产处理一项, 以作为破产处理办法配套使用之法律规定。

二、�破产办法�的指导思想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实际出发,确定了破产处理办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边区高等法院在关于�为什么要制定破产处理办法�� 的说明中指出: �本办法的基本精神是

要安定社会秩序,防止狡诈之徒随便破产, ��其次是照顾各阶层利益�。

1� 安定社会秩序
从上述关于制定破产处理办法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 当时社会秩序的安定已受到严重危

害。如果不采用破产办法,将债务人从沉重的债务中拯救出来, 他们就会一辈子不得翻身,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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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 (第九辑) ,第 300页。

参见杨天希等主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96页。



权人的债权也将难以实现,社会秩序必然会发生紊乱。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传统看法,债

务人一旦被宣告破产,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信用, 所以,许多债务人又不希望被宣告破产。对于

债权人来讲,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其债权也只可以部分实现或全部不能实现,因而,他们中的一

些人也不情愿让债务人破产。这些都可能成为实行破产时,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因此,陕甘

宁边区高等法院对破产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例如在�破产办法�的第一条,严格规定适用

破产的条件,只限于债务人现有总财产, 不能清偿债务全部,其不足清偿的数额很大者和双方

或一方受损害在继续状态中两种情况。第二条规定�在破产宣告前, 得进行调解�。从而,使许

多破产纠纷,可尽量通过调解解决,不使债务人破产。

2� 防止狡诈之徒随便破产
当时的破产债务人中,以小商人债务居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在物价下跌中骗帐,将

比较值钱的东西隐藏, 宣布破产。如果让这些狡诈之徒的企图得逞,必然会损害债权人的利

益,影响社会秩序之安定。因此,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就把防止狡诈之徒随便破产作为制定破

产处理办法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在�破产办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破产办法�第 1

条规定,债务人现有之总财产, 不能清偿债务全部,不足清偿额很大者或者双方或一方受损害

在继续状态中者,债务人得依本办法规定申请破产。但同时该条第 2款又明文规定�前项规定

以债务人无隐藏财产,欺诈行为或其他不法之行为者为限�。第 3条规定�债务人依第 1 条申

请破产后, 应提出财产状况说明书及债权人债务人清册�。第 6条规定�如有对破产人之财产

及业务状况不明了时,得传唤破产人及破产人之亲戚或其他关系人讯问之。破产人经传唤不

到者,得予以拘提�。这就为防止债务人隐匿财产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措施。第 20条规定, �破

产宣告前一年内,债务人之欺诈行为专以损害债权人为目的者, 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有

浪费赌博或投机行为,致负过重之债务者,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1条规定, �破产宣告
一年内,发现债务人有隐匿财产者,经证实后,得再分配于债权人,其不分配者, 没收之,并按其

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3� 照顾各阶层利益
当时的债务纠纷量大面广,涉及社会各阶层利益。既有公与公之间, 公与私之间, 也有私

与私之间的;而其中以农民和小商贩负债最多。因此, 处理破产问题,也须照顾各阶层利益,才

能安定社会秩序。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于�破产办法�中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全面保护及其

二者的协调。如第 9条关于破产范围的规定,明确规定债务人及其家属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

下的生活必须品,生产上必要的工具,债务人所受他人供给的生活费或救济费,因亲属关系而

得的扶养费等不属于破产范围。这就保证了破产债务人及其家属破产后有生活与生产必需

品,为其渡过难关提供了可能。第 14条规定, �未到期附有利息之债权,在破产宣告时,视为已

到期, 其利息不论是否付出,或付出多少,一律截止之。未到期之债权, 名义上虽无利息, 而实

际上已预先附加于物价内者, 得扣除自破产宣告时起至到期时止之法定利息�。第 15条规定,

�破产债权已得到利息足够原本者, 本利一并消灭, 其利息不足原本之半数者,除利算本�。这

两条的基本精神就是�保本除息�, 从而使债权人的基本债权得以实现,又使债务人的债负得以

适当减轻, 达到二者利益的兼顾。第 16条规定, �以劳动力而取得债权者, 有不受折扣之优先

清偿权�。这是保护广大劳工阶级利益的具体体现。第 19条规定, �破产财产之分配, 得视债

权人之经济状况与债权性质按等合理分配之�。这条规定, 不是以债权数额作为分配破产的标

的,而以债权人之经济状况与债权性质按等合理分配, 其目的就是为了照顾贫苦群众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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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条关于享有担保权之债权人有就担保物优先受偿权利的规定; 第 18条关于破产宣告时,

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债务者得相互抵销的规定,都体现了照顾各阶层利益的精神。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上述处理破产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不仅在制定�破产办法�时得到
了反映,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如延安市法院 1945年 5 � 11月共处理破产

案件 11件,其中 1件为假破产。他们的处理原则就是:经营事业亏损,确无窝藏财产行为及全

部财产不能偿清债务者才许破产。由法院和债权人清理债务人财产,然后将全部财产除保留

其家庭半年的生活必需外,公平摊还债务。

三、�破产办法�的主要内容

�破产办法�共有 23条,包括破产的条件、破产宣告的程序、破产财产的范围、破产管理人

的责任、债务人在破产中的义务、债权清偿与破产财产分配、债务人破产诈骗行为的制裁等等。

破产的基本条件是债务人现有之总财产不能清偿全体债务。具体来讲,包括两种情形:一

是债务人之财产不足清偿数额很大者, 二是双方或一方受损害在继续状态中者。符合其中一

种情形,而且债务人无隐匿财产、欺诈行为或其他不法行为,债务人就可以申请破产。

破产宣告的程序。�破产办法�只规定了破产由债务人申请,即自愿破产。债务人在申请

破产后,应提出财产状况说明书,及债权人、债务人清册。司法机关在宣告破产前应进行调解。

宣告破产时得任命破产管理人,司法机关并应决定申报债权期间、债权人会议日期、宣告破产

年月日及破产管理人姓名住址。经债权人申报债权,并对债务财产、帐目审查后,破产管理人

编制债权表与破产人之资产表,任利害关系人自由阅览。然后由债权人会议对破产之财产作

出处理决定,如债权人会议无处理决定时,得予以拍卖。最后,由法院以判决形式确定破产财

产的分配额。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破产管理人按照判决确定的份额,将

财产分配完结后,应向法院提出报告。至此, 破产宣告程序就结束。

破产财产指债务人的现有财产,但下列财产不属于破产之范围: ( 1)债务人及其家属一个

月以上、六个月以下之生活必需品; ( 2)生产上必要的工具; ( 3)债务人所受他人供给的生活费;

( 4)因亲属关系而得的扶养费。

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和责任主要有: ( 1)对破产人之财产,应负善良保管责任;必要时对该财

产应提供担保。( 2)对债务人所为的损害债权人权利的行为有向司法机关报告的职责。( 3)对

破产人有就其财产及业务询问的权利。( 4)有编造债权表与破产人资产表,并供利害关系人阅

览的职责。( 5)如需要报酬,由司法机关确定,其报酬费有优先受清偿的权利。( 6)负责破产财

产的最终分配, 并于分配完结后,向司法机关提出报告。

债务人在破产过程中的义务主要有: ( 1)在破产中,不得为赠与或自由清偿债务,亦不得以

较市价过低价格处分其财产。( 2)对破产管理人、司法机关为查明其财产状况的询问有答复的

义务。( 3)受破产宣告后,对其财产丧失管理权与处分权,同时不得收受债务人之清偿。( 4)不

得为隐匿财产、欺诈或其他不法行为。

债权清偿与破产财产分配的主要内容有: ( 1)未到期附有利息之债权, 在破产宣告时,视为

已到期,其利息不论是否付出,或付出多少,一律截止; 未到期之债权,名义上虽无利息,而实际

上已预先附加于物价内者,得扣除自破产宣告时起至到期时止之法定利息。( 2)破产债权已得

利息足够原本者,本利一并消灭,其利息不足原来之半数者,除利算本。( 3)以劳力而取得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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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受折扣优先消偿。( 4)债权人之别除权,即破产宣告前, 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以其动产、不

动产作担保者, 债权人得就其担保物优先受清偿;但乘人之危而取得担保物者,不得优先受清

偿。( 5)破产宣告时,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债务者得相互抵销。( 6)破产财产之分配,得视债权

人之经济状况与债权性质按等分配。

关于破产债务人诈欺行为处罚的规定主要有: ( 1)破产宣告前一年内, 债务人之欺诈行为

专以损害债权人为目的者,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有浪费赌博或投机行为,致负过重之债

务者, 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2)破产宣告一年内,债务人有隐匿财产者,经证实后, 得再分

配于债权人,其不分配者,没收之, 并按其情节轻重予以处罚。这里的�再分配于债权人�是对

原破产债务的民事处理; �其不分配者没收之�则是对犯有藏匿财产罪的债务人的刑事处罚,即

给予没收财产的刑罚处罚。对此,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关于�为什么要制定破产处理办法�中

指出, �为什么破产要附以罚则? 破产是一种特殊情形,不适宜于在普通刑法内规定,所以另设

专条(第 20条、第 21条)。同样是为了制裁狡猾的债务人�。由此可见,这两条是特别刑事条

款。这说明,当时对破产诈欺行为的处罚是多么的严厉。

四、与破产处理有关的其他规定

考察破产法律制度在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和发展, 我们会发现, 除了 1945年边区高等法院

制定的�破产处理办法�之外, 有关破产问题处理的法律规定, 还分别体现在�陕甘宁边区民事

诉讼条例草案�( 1942年)、�陕甘宁边区债之处理办法草案�( 1945年)等重要民事立法之中。

1��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关于破产问题处理的规定
1941年 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期间, 通过了雷经天、何思敬等

代表关于起草边区急需之民刑事法规的提案。会后,边区政府委托李木庵依据�陕甘宁边区施

政纲领�及�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之规定,起草了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和

�民事诉讼条例草案�。� �民事诉讼条例草案�共有总则、第一审诉讼程序、上诉程序、再审程

序、执行程序等 5章 50条。关于破产一项,该条例第 27条规定, �债务人声请破产者, 法庭得

依其声请, 用公示程序,催告各债权人于一个月内来公示机关申报权利予以判决�。关于债务

破产案件判决的执行,该条例明确规定: ( 1)强制履行。第 43条规定, �当事人有不履行确定判

决之义务者,执行机关得用强制力执行之,但判决确定之案经调解人在外调解成立, 呈经原判

机关销案者,停止其执行�。( 2)查封。第 25条规定, �债务人有逃亡之虞, 而又无保可交者,法

庭得依债权人声请宣告假执行,查封其财产�。第 42条规定, �查封拍卖债务人之动产或不动

产,应酌留债务人及其家属生活费用与其必要之生活器具,由执行机关酌定之,债务人职业所

必需之物应酌留为债务人职业上之使用�。( 3)拍卖。第 45条规定, �拍卖动产或不动产,由执

行机关评定价额, 当众拍卖,拍卖之卖得金,除偿还债务外,有余者返还债务人�。第 46条规

定, �拍卖动产或不动产成立之后, 司法机关应给与权利移转之书据交买得人收执其由案内,债

权人买受者亦同�。第 47条规定, �共有物之拍卖,应将价额通知其他共有人优先买受,如共有

人不买时, 再由他人买受�。后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为了解决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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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随时进行修改,待成熟之后,再正式颁行。因此,这两个条例在当时没有正式公布 � � � 笔者注。



难的问题,在�边区民事审判大纲�中再次明确规定, 对债务破产案件的执行, 应该采取这些行

之有效的措施。即查封、拍卖和强制履行。

2��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处理探买探卖问题的原则�中关于破产问题处理的规定�

探买青苗原是一种高利贷的剥削方式。在边区土改前,这种现象很普遍,抗战期间部分地

区仍存在这种现象。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地区集市缺乏,交换不便,农民急需时,出售剩余农产

品,换取贷币或日用品;有的农民还不得不出卖青苗。因此,就发生了若干投机商人乘机大批

探买,借图高利,致使大批卖主(农民)遭受严重损失。针对这种情况,边区各级政府一方面大

力兴建集市,减除交换的困难, 帮助有紧急需要的农民获得信用借款,以减少投机商贩乘机操

纵和高利探买的机会。另一方面在 1945年 8月制定了�关于处理探买探卖问题的原则�,对于

探卖行为给以限制, 要点如下: ( 1)绝对禁止做投机探买高利剥削的行为(特别是滚利转探) ,如

有故意违犯者, 其探买行为无效,并酌以处罚。( 2)无论公私商贩,凡公平探买之青苗, 在收回

实物时,如因天旱或其它变化而使农户有破产的损失者,应减少其收回的实物至农民不致破产

的程度。如有强迫催收者, 卖主得随时报告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应根据以上原则酌量情形处

理。( 3)在农户虽不致破产,但因金融物价变动过大,而遭受过重损失时,各地政府应按上列原

则酌情调处,或按现时物价由买主补足价后取回实物,或酌给利息归还用款(最高利息不得超

过当地信用贷款的利率)。

3��陕甘宁边区债之处理办法草案� � 中关于破产问题处理的规定
1945年 11月,在制定边区债之处理办法过程中,边区政府办公厅曾对延安市及附近地区

债务纠纷情况做过详细调查。从抗战胜利后这些地方发生之债务纠纷的性质来看, 主要分为

三种类型:第一类:商业来往及赊欠、暂借、暂欠等债务关系。第二类:信用社存、放款。这种情

况主要是在农村,经过合作社集中起来而又分散出去的债务关系,而且凡成为滥帐者, 大都数

目比较大,不易收回。第三类:政府发放给工厂和群众的贷款,尤其是许多工厂因亏本停业,贷

款收不回来。从当时债务纠纷的特点来看,其中大部分是从市场到农村,由店家经过小贩到农

民成为连锁关系,中间如有一人赖帐,即牵连到许多人不能还帐。解决这种债务链纠纷的有效

办法,就是破产处理。只要将其中一个债务人宣告破产,并依法清理其债权债务,由其制约的

债务链就会立即被打开, 其他债务人或债权人也会得以解脱。根据以上情况,边区办公厅提出

�债之处理办法草案�。其中关于破产问题,该办法规定, �非因事业遭受损失,确无隐藏财产,

而全部财产不足抵偿债务者,不许破产。无故骗债和假破产,应受法律制裁。处理破产时,须

按债务人的家庭情况, 酌量保留其必要的生产工具和一定时间内的生活必需品(粮食、衣物

等�。但是�凡公营商店及机关部队生产部门欠人之债务, 一概不得引用此项规定�。同时,为

了照顾各阶层利益, 协调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 力争使债务人在今后经济上能有翻身的机

会,该办法对债务破产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第 2条规定, �债权人不得以非法手

段强迫债务人履行债务, 其因此而使债务人受有损害者, 债权人负赔偿之责。�第 4条则规定,

�债务人故意不履行债务,致债权人受损害者,应对债权人负因不履行债务所受之损害�。第 7

条又规定, �债务人如因贫穷而不能履行债务时, 得减少其履行额或分期偿还之。但因债务人

浪费而至于不能履行者, 得依破产办法之规定处理。�这些规定地体现了边区政府在处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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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问题中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又照顾到债务人,特别是贫苦群众的利益。

五、历史的几点启示

陕甘宁边区破产立法的史实证明,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就已经运用

破产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经济事务, 解除商民的债务负累,实现了边区社会的安定。在半个多世

纪后的今天,重温陕甘宁边区破产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 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1� 破产制度的实行与社会稳定是辩证统一的
破产法律制度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从当时陕甘宁边区债务纠纷所涉及的社会经

济关系来看主要是商品经济关系。其纠纷类型以商业来往及赊欠、暂借等关系为主,负债者多

为商人、小贩和农民; 其形式有买卖、投资、短欠、承包、工资、损失等。这些纠纷发生的直接原

因在于商品竞争和市场风险。一些商品竞争者经受不了市场风险的打击而破产。对此, 如果

不加以妥善解决,就会引起经济秩序的紊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破产处理办法正是处理社会

经济矛盾,实现社会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有鉴于此,陕甘宁边区在一些重要的民事法规中

增加了破产问题处理的条款, 并及时地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破产处理办法�,防止狡诈之徒随便

破产,照顾社会各阶层利益。这一史实证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安定社会秩序�为破产立法

的重要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与先进性,揭示了实行破产法律制度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辩证统一关

系。

2� 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破产立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近现代世界各国破产法实施的情况来看,其适用范围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807 年�法

国商法典�第 3卷规定的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人,只能对商人宣告破产。现代意义上的破产法,

不仅适用于商人,而且也适用于非商人。1986年我国颁布的破产法,适用范围仅限于全民所

有制企业。从我国现行破产法制定的社会背景来看,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但经济体

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党的十四大以来,有两项根本性的发展方针已经被我国的宪法所明确

肯定,一是经济体制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二是政治体制必须沿着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

体不仅有企业法人, 而且有公民个人。由于破产对商品经济的主体是普遍适用的, 所以, 作为

商品经济主体的企业法人或公民个人,都可以开展公平的竞争,都要承担竞争的风险。换言

之,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面前,他们都有破产失败的可能性。陕甘宁边区破产处理

办法主要是针对商民、小贩以及农民等债务人制定的, 主要用于处理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人债务

的破产问题,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段实践告诉我们, 对个人债务人的债务纠纷,也

可以运用破产的办法来处理。有鉴于此,我们说, 现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已不适应我

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为了保证不同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

有效地处理公民个人的债务纠纷, 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我们不但要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

法,还应该制定有关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及其他个人债务人的破产法规。从这一点讲, 陕甘

宁边区的破产立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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