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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连带责任中的问题及解决策略探讨

◆丁崧祺

(苏州城市学院, 江苏 苏州２１５１０４)

【摘要】民商法是我国民法与商法的有机结合,主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解决社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对于

规范我国市场环境持续健康发展,保障人们利益不受损坏具有重要意义.民商法的制定能够确保民事行为以及商业

行为受到法律的规范与管理,进而保障法律纠纷审判结果的公平性.但现阶段,我国对于民商法的法律规定较为宽

泛,进而导致民商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民商法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和优势.基于此,本文针对民

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够完善民商法以及相关法律体系,进而确保

审判结果的公平性以及处罚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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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商法作为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范围

以及工作内容十分广泛和复杂，其中涉及了多种因素。 近

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

新兴企业融入市场，争占市场份额。 这在一方面提高了我

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对当前民商法产生了一定

冲击，进而导致当下的民商法已经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市场发

展需求，进而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而连带责任主要是指

在社会企业的商业规范与管理工作中，依法对责任主体以及

相关涉案人员进行法律制裁的一种方式。 换句话说，连带

责任是一种补偿手段，能够通过加强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有效

弥补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但在实际的民商法中，对于连带

责任的规章制度以及法律政策较少，严重阻碍了其发挥最大

的价值和优势，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一、民商法连带责任的概述

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最早源自于罗马帝国，其主要受到

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法律氛围的影响，进而致使罗马帝国

法律观念不断强化，法律制度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责任连

带制度。 而我国当前虽然没有对责任连带制度进行具体司

法解决，但在实际的民商法应用过程中，通过法律行为对连

带责任进行具体阐述。 例如，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中，对

于两个以及两个以上自然人牵涉到的案件进行责任主体划

分，权益人受到利益损伤的同时，与之相关获得经济效益的

人都需要承担法律连带责任。 由此可见，连带责任是需要

涉案责任人共同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

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具有责任主体密切联系的特点。 在

实际的民事经济纠纷审判过程中，连带责任要求所有涉案人

员承担共同债务以及法律责任。 这一关系就有效反映出连

带责任的各主体有机联系的特点。 此外，连带责任还具有

严谨法律性。 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作为重要民事责任，不

仅要通过法律明文条例的规定，还需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因此，在实际的案件审判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利用连

带责任的法律性，进行案件审理，并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作为

连带责任辅助，避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进而保障审判结果

的公平性。

二、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

(一)责任人无法明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自然人之间的经

济往来日益密切。 这在一方面提升了我国的国民经济水

平，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无法有效明确责任主体。 一旦出现

民事纠纷案件，将会增加审判难度，进而导致审判结果有失

偏颇。 而加强和完善民商法连带责任能够有效明确每一个

当事人的责任行为，进而有效规范当事人的主体责任。 但

就当前我国民商法连带责任的实施情况来看，由于相关政策

和制度的缺乏，进而导致在实际的案件审判过程中，无法进

行有效责任主体判定。 此外，由于当前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民事经济纠纷中的共同责任侵权人越来越普遍，进而导

致相关部门在部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处理过程中无法进行责

任划分以及判定，致使责任侵权人所承担的责任不明确，导

致案件审判结果有失公平性。 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责任

人无法明确损害了权益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民商法连带责

任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和效用。

(二)民商法与程序法具有一定割裂性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民商法规则出现变化将

会直接影响后续程序法以及执行的程度。 因此，要想强化

和完善民商法连带责任，相关部门应该注重民商法与程序法

之间的相关性和对应性，进而有效提高审判结果的科学性以

及合理性。 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

的。 民商法能够为程序法提供政策指导和数据支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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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够有效弥补民商法中的制度空缺。 但是就当前的民事

经济纠纷案件处理情况来看，在很多案件处理过程中，民商

法仅流于形式，无法充分发挥民商法连带责任的最大价值和

效用。 因此，在实际的案件处理以及民商法认定过程中，

相关部门应该应该充分考察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对应关

系，在民商法与程序法出现冲突时，先遵从民商法。 只有

这样才能够将民商法与实体法有机联系起来，进而保障审判

结果的公平性与有效性，推动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顺利

解决。

(三)案件原告选择权存在不合理性

为了能够保障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顺利开展和有效解

决，一般情况下，法院会要求案件原告将事件侵权的相关责

任人全部起诉。 但是需要原告在起诉这些侵权人时，始终

只有起诉权，而法院则无法有效裁决原告的起诉权利。 在

实际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审判过程中，法院仅能够对案件原

告以及涉案侵权人的责任主体进行具体划分，并结合案件发

展经历以及实际情况做出审判决策。 这对于原告来讲，如

果原告自身已经认同法律程度，自行决定法律起诉，那么就

等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合理使用自身的合法权利。 但是当

前部分侵权案件审理中，很多诉讼问题以及程序尚未涉及到

原告以及侵权责任主体人的权利、制度选择问题，进而导致

审判结果的不合理。

(四)民商法的执行程序不规范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只有完善民商法执行程

度，才能够保障案件审判结果的公平性、合理性，进而发挥

连带责任的意义与价值，提高民事纠纷案件的解决效率。

但是就当前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工作来看，由于民商法

与相关程序实体法之间的不匹配性，进而导致民商法执行程

度不规范且较为松散。 这不仅降低了民商法连带责任的有

效性，还会给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根据我国《民法总则》

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民事经济案件的诉讼有效期限为

三年，对于特殊情况另做处理。 因此，在实际的民事经济

纠纷案件处理过程中，相关部门仅对诉讼有效期限内的民事

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受理。 对于超出有效诉讼期限的案件不

予受理。 这就导致实际的案件审判工作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和盲目性，进而降低了民商法连带责任的价值与效用。 因

此，相关部门在进行民商法连带责任认定与完善的过程中，

应该对实体法与其执行程序进行可行性、合理性的分析，进

而在面对突发问题以及任何矛盾过程中，始终保持审判

公平。

三、民商法连带责任中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建立健全民商法连带责任制度

在实际的民事纠纷案件中，需要面对突发情况以及纷杂

的经济纠纷问题。 如果仅依据统一化的民商法连带责任，

将会降低审判结果的公平性。 因此，在实际的案例审判过

程中，相关部门应该完整收集不同案例中不同问题的相关数

据信息，不同处理策略，证物、证人等，进而在保障人证、

物证科学完整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审判和决策。 除此之

外，虽然我国《民法典》中有对连带责任的具体解释，但是

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过程中，

相关部门应该将连带责任与实际社会问题以及案件情况进行

有机结合，提高民商法连带责任的灵活性。 同时，依据实

际情况以及案件审判经验对民商法连带责任的内容进行合理

改进与调整。 对于现阶段的民商法连带责任问题，相关部

门还应该建立健全民商法连带责任管理制度。 具体而言，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对各方主体责任进行有效

划分，并充分运用民商法相关法律条例进行案件审判。 这

样不仅能够有效维护案件审判结果的公平性，还能够推动民

商法连带责任的实施与进行，有力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

益。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应该在保障连带责任工作合理

的基础上，保障诉讼效益以及司法程序的合理性，进而推动

连带责任发挥最大的效用和价值。

(二)加强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的相互呼应

相关部门在进行民商法连带责任认定与完善的过程中，

还应该在民商法实体条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程序法的补

充，进而加强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的相互呼应。 这样不仅

能够提高民商法的应用效率，加强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统

筹设计与安排，还能够确保民商法连带责任与程序法之间的

相互对应，推动民商法的有效应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

也应该针对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割裂性问题做出政策回

应，出台民商法中关于连带责任的有效认定，并做出司法解

释。 这样就能够提高民商法连带责任的官方性和法律性，

进而在实际的法律事务处理过程中，准确把握各方主体的法

律责任，进而避免出现因法律规定模糊而导致的责任主体不

清晰、判定结果不公平等情况，充分体现出民商法的公平

性、合理性、有效性，进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除此

之外，在加强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的有机联系时，相关部门

还应该给予当事人选择制度权利以及抗辩权。 同时，法庭

也应该从公平公正角度对当事人的选择进行合理干预，进而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推动民事纠纷案件的

顺利解决。 因此，在实际的民商法连带责任认定与完善过

程中，相关部门应该充分重视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的有机

联系。

(三)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民事纠纷案件中应用法律法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是民商法实行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保障法律条例以及

相关法规实施的重要方式。 因此，在实际的民事纠纷案件

审判过程中，一旦出现侵权案件责任主体不明确、不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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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事实等情况，相关部门应该充分保护和考虑原告的合法

权益，进而充分发挥民商法连带责任的作用与价值。 在处

理相关案件时，对于连带责任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在人证、

物证、事实行为收集完成的情况下，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

具体责任的划分，明确责任归属。 而对于涉案责任人，相

关部门应该严格依照民商法的相关条例以及法律法规进行有

效的处理和惩罚，进而保障案件审判结果的公平性、合理

性，保障责任主体人以及原告的合法权益。 但值得注意的

是，相关部门在对涉案责任人进行法律判定时，应该对其身

份进行严格审核和辨识，并在共同诉讼过程中列出涉案人员

的共同责任以及个人法律责任。 如果仅是进行形式化的民

商法连带责任认定，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违背了民商法公

平性原则，进而无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相关

部门在进行民商法连带责任认定过程中，应该对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

(四)创新民商法执行程序

完善并创新民商法执行程度，能够对民事诉讼问题进行

更加清晰的界定，对于提高案件审判结果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实际的民商法执行程序创新过程

中，相关部门应该对民事诉讼过程中反映出的具体问题进行

分析和判断，进而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民商法连带

责任执行程度的灵活性和合理性。 就当前利用民商法处理

民事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由于民商法执行程序的不完善和

不规范，进而导致一旦出现棘手问题或者突发状况，极其容

易出现程序实施不合理、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案件处理与惩

戒等情况。 由此可见，由于民商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尚

未明确，进而阻碍了民商法连带责任认定。 因此，在民商

法执行程序设计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

讼需求以及案件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设计者为当事人提供

更多的制度选择空间。 此外，在民商法执行程序设计过程

中，相关部门还应该以诉讼效益和诉讼工作原则作为工作基

础以及价值准则。 此外，还应该创新诉讼程序，进而保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制度选择权利。 最后，相关部门

还应该依据实际情况对当下民商法连带责任进行具体讨论和

研究，进而提高相关规定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并完善民商法的连带责任是十分必要

的。 这不仅是完善我国民商法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还

是充分发挥民商法连带责任的价值与作用，推动市场环境持

续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在实际的民商法

执行过程中，连带责任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只有完善连带

责任，明确责任主体才能够有效保障民事纠纷案件审判结果

的公平性。 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民商法连带责任给予重

视，并通过建立健全民商法连带责任制度、加强民商法与程

序法之间的相互呼应、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创新民

商法执行程度等措施完善并强化连带责任，进而有效推动民

事纠纷案件的顺利解决。

参考文献:

[１]廖东江．民商法连带责任中的问题及策略分析[J]．法制与社会,

２０１９(１３):１４Ｇ１５．

[２]朱保民．民商法学中的连带责任问题与解决对策研究[J]．法制博

览,２０２２(１５):９２Ｇ９４．

[３]赵欣．浅谈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２０１８

(３５):１８９Ｇ１９０．

[４]吕文佳．连带责任制度在民商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

制博览,２０２２(２４):１１０Ｇ１１２．

[５]卢仁彩．现代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问题与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

会,２０２１(０６):１８７Ｇ１８８．

[６]黄有丽．解决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相关问题的路径分析[J]．法制博

览,２０２１(２３):５５Ｇ５６．

[７]安妍．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J]．法制博览,

２０１９(０４):２２５．

[８]付传捷,王晓明．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

制与社会,２０２０(３２):１８２Ｇ１８３．

[９]钟云明．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与改善分析[J]．法制与社

会,２０２０(３１):１８３Ｇ１８４．

[１０]黄子明．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J]．法制与社

会,２０１９(３５):２１９Ｇ２２０．

作者简介:

丁崧祺(２００４－),男,汉族,江苏泰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