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纪事· 52021年2月6日 星期六

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

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

第5-7版 周六出版
主编：王小宁
编辑：谢颖 杨雪 张丽 郭海瑾
收稿邮箱：
xueshujiayuan@126.com

电话：（010）88146864
88146873

本版校对：马磊
本版排版：侯磊

（（（（（（（（（（（（（（（（（（（（（（（（（（（（（（（（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文
艺
副
刊

刊头题字：冯其庸

扫
码
读
华
夏

第6版 艺文·荟萃

七十多年前的礼单
龙一

推动中国美术
高质量发展

徐里

为中华民族

提供精神能量

仲呈祥

第7版 悦读·连载

“三牛精神”争前排
刘 广

辛丑牛年说“三牛”
仲富兰

奋斗致远“牛”最美
吕国英

■编者按：

自今年 1月 1日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正式施行。全国政协“学习民法典”读书群群主，全国政协委

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多年致力于法律服务工作与研

究，时刻践行着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本期专题纪事邀请吕红兵委员结合本职工作

与专业领域，讲述他在法律服务、委员履职、普及民法典等方面的体

悟与实践。

吕红兵

牢记使命，甘当法治的守望者
吕红兵（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采访整理）

一

时光荏苒，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
年，中国证券市场也整整 30 岁了。可以
说，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
展史，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精
彩一章。作为一名“60后”，我的职业生涯
几乎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起发展同步，我为
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宏伟浪潮而深感幸运，更
为成为中国证券法律业的一名先行者、亲历
者、见证者而倍觉荣耀。

1991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 （现华东
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即被留校，成为一名
经济法学教师。当时学校还没有开设证券法
律方面的专门课程，但是鉴于1990年底上
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证券市场正逐步发展
起来，学校迫切需要培养一批这方面的专业
人才，决定开办几期相关系列讲座。第一讲
便是我讲的，具体讲解了股票的原理等问
题。这次讲座让我开始和证券法律业结下不
解之缘。

1992年，当时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万
国证券希望我去创办法律顾问室，于是我洒
泪离开学校。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选
择，因为我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
情，但是想要在法律实务中运用实践、挑战
自我的决心最终驱使我选择一头扎进资本市
场的洪流中。于是，万国证券成立证券界的
首个法律顾问室，我成为负责人。虽然一开
始是“光杆司令”，但这也算得上是证券界
的一个“第一”，是从“0”到“1”的跨越
性突破。

当时，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百废待
举，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的法律问题。
我由此提出建立专门面向证券市场的律师事
务所。1993年7月，我拉上几位华政的老同
事、老同学作为合作人，成立万国律师事务
所。这一年我27岁。创办律师事务所对我
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我的证券
律师之路从这里正式起步。

成为证券律师的这些年里，我经历了多
场资本市场的风雨大战，深度参与了多个经
典证券大案。1997年，中国证监会正式公
布了规范上市公司组织和行为、具有法律效
力的指导性文件《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当
时我全程参与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草
拟。在我看来，真正的证券法律服务者，不
只是论输赢，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是在完善
市场规则、健全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方面做一
些工作和探索，特别是在为上市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的完善出谋划策，为上市公司领导层
增强风险意识、加强规范运作进行指导与帮
助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
展和完善，培育树立现代企业管理者的法治
意识。

展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
已绘就，“四梁八柱”已搭成，尤其是“施
工图”正在落实、“精装修”日新月异。作
为法律服务工作者，见证着、参与着、奉献
着、共享着，我甘当一名法治的守望者。

二

当然，证券法律的事业还在路上。我深
感，要积极参与市场中的典型案例、首例案
例，竭尽所学与所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
完善，这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所
在。从“个案”，特别是“大案”“要案”

“名案”，到讲课的“教案”、普法的“文
案”，直至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
案”“提案”成为法案，这便应该是法律服
务工作者对法治建设的应有贡献吧。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基于多年参与资
本市场及金融事业法律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我提交了多个相关提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建议》。在2010
年与2015年上海市政协两次大会上，我联
合上海证监局原局长张宁、时任国联安基金
督察长谢荣兴，提出在上海建立金融法院的
提案；201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又提出
此提案。备受鼓舞的是，2018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设立上海金融法院一
锤定音！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抗疫大战，最终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

战略性成果。在此次战“疫”中，我作为
一名政协委员，除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单
位及员工捐赠药品和资金，发挥本职专业
优势、向社会公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外，还努力提高政治站位，从更广阔的层
面、以更专业的视角分析形势、研判趋
势，为国家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在这期间
我撰写了多篇社情民意和相关提案，其中
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迅速妥善处理海
外武汉游客回国的相关建议》《迅速建立全
球药品及医疗用品信息平台及储备网络的
相关建议》《关于充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
切实支持防疫抗疫工作的四个方面十二项
建议》《关于完善我国“同情用药”制度的
相关建议》，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关于改
进境外入境人员新冠肺炎检疫流程的紧急
建议》。同时还充分发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

“民间友好大使”的作用，与国际同行相互
支持和帮助，共同抗疫，展示政协委员与
中国律师的良好国际形象。

面对严峻疫情所引发的法律服务需求与
考验，也让我开始细细思量、深深思考，律
师队伍怎样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不怕打硬仗、善打遭遇战、敢打
阻击战。风险与机遇并存，不惧任重道远，
只因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使命。

三

自今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正式施行。我经常说，“民法典是
国家实力的宣言书。”这句话可以从多个角
度去理解和解读。我有一个独特的视角，那
就是民法典彰显的民族性和包容性，这是中
国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在民法典的充分体现。

作为全国政协读书活动“学习民法典读
书群”群主，在群里普及民法典成为我每日必
做的功课。在全国政协社法委领导与指导下，
不经意间，从2020年7月初的挥汗如雨，到岁
末年初的围炉夜话，委员的学“典”大戏屡屡
掀起高潮。从第一条“立法原则”到第一千两
百六十条“施行日期”，半年多的时间，确切
说，是27周、189天、6.3个月，委员们一条条
学、一款款读，七大编加附则，84章、1260条，
10余万字，学习了很多、研究了很久、收获很
丰厚。

群里的委员并不都是法律服务工作者，
在学习内容上，我提倡系统性学习、通俗性
研读，让大家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掌握，愿
意学而且学得进，因为学得进而更加愿意
学。例如经常说“民法典是一部写满权利的
宣言书”，于是就从“权利”二字出发，从

“人”“权”“行”“责”四方面并进。“人”就
是权利主体，例如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
织；“权”就是权利内容，包括物权、人格
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等；“行”就是权利
载体，即民事行为，贯穿于每一编、每一
章、每一条、每一款；“责”就是权利救济，
例如侵权责任。

在学习方法上，我总结了四个词：以案说
法、密结理论、说文解字、交流交锋。关于以
案说法，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小案例、大
道理，小案子、大法理，小案件、大情理。拿
身边发生的案子、最新发生的案件、最高人民
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以案说、拿案释，设定场
景切入，让大家有体验感。如谈笑间樯橹灰飞
烟灭一般，在阅读甚至“悦”读案例中，将法
律知识尽收囊中。

关于密结理论，理论是试金石，是庖丁解
牛的那把刀。法学理论不是高深不可及，在小
案例里、小故事中尽得其妙。群里开辟“委员
说法”“教授读典”小栏目，寓理论于故事
中、取现实于历史里，明晰、明快，大家受益
匪浅。

关于说文解字，法典中的每一句用语、每
一项用词、每一个用字，都是反复推敲、字斟
句酌，体现立法者的意图，反映解决现实问题
的深意。例如“法人”到底是不是“人”？为
什么叫“营利”而不叫“盈利”与“赢利”，
也不用“谋利”和“牟利”？为什么法条中用
了那么多的“等”字，而这些“等”的含义又
是什么？

关于交流交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道
理越辩越明。委员们或当代理律师据理力争，
或当法官居中裁判。像苟晶被冒名顶替上大学
的案例，大家针锋相对，说理说法，直至“升
级”到如何完善立法，既接地气分析问题，又
向前看目标导向。

在我看来，民法典从来不是法学家的事，
也不应由法官和律师独享，它应该走进千家万
户，来到每个人的身边，陪伴其一生、守护其
一世。全民守法既是法治国家的核心形式，更
是法治建设的终极内容。在老百姓学习民法典
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碎片化，使得大家的学习
有一条贯穿全典的红线，牵一发动全身，让老
百姓对民法典的学习更有科学性、系统性、针
对性、有效性，是我一直所思考并不断探索与
实践的问题。

四

有诗云：“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
好。”我喜欢读书，每年都读五六十本书，几
乎每一本书都是从海量书籍中精选出来的。我
也喜欢写书，结合自己的专业，写了不少书，
有专业的也有大众的。在此想谈一谈我写的一
本专业书籍《律师眼中的注册制与证券法》。

早在1991年我在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系
担任老师的时候，自己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
是金融法，此后几十年也一直从事证券法律
相关工作。我一直有个观点，律师要成为学
者型律师、专家型律师。“立德立功立言”，
这是中国文人的毕生追求，因此立足律师服
务本职工作著书立说，是我所提倡的，也一
直这样做。当然，在此过程中我非常光荣地
担任了政协委员，从区政协委员到市政协委
员再到全国政协委员，在20多年的委员履职
经历中，几乎每年谈的话题、提的提案，都
离不开金融法治建设、证券法治建设，包括
经过 10年的努力呼吁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
包括证券法的完善，包括投资者权益的保
护，等等。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一部有关
注册制和证券法的书籍便是水到渠成。而强
调律师眼中的证券法和注册制，则是立足于
从事律师的本职工作，从这样一个专业视角
来审视、解读资本市场注册制，以及资本市
场法治建设。可以这样讲，将本职工作、专
业研究领域、政协委员履职三者密切结合，
事半功倍、相互促进，如此才能更好地对法
治建设作贡献，对参政议政作贡献。

吕红兵 （左二） 在广西进行律师行业党建工作调研

吕红兵做法律讲座

吕红兵委员在两会“委员通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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