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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民商法精要》

内容概要

《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是我国著名法学家谢怀栻先生撰写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民商法学著作。該
书初版发行以来，深受读者欢迎。先生在书中精练、准确、系统、深入地阐述与讲解了大陆法系民法
与商法的基本理念、精神、原则、规则、制度及其发展趋势。作为受教于先生二十多年的弟子，我曾
多次通读該书，并从中深受教益。我认为，該书不仅对于初学民法者极具裨益，也是民法研究工作者
与实务界人士的重要参考书籍。我衷心地向广大读者推荐《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希望读者能
够从中受益，也期望读者在阅读《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后能够对我国一代民法大师谢怀栻先生
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风范与高尚的人格精神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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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民商法精要》

作者简介

谢怀拭(1919—2003)，男，我国著名法学家。1919年8月15日生于湖北省枣阳县。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
治大学法律系，1943年5月任重庆地方法院学习推事(见习法官)，1944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以及复试，
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1945年日寇投降，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
奉命参与接收台湾省高等法院以及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方法院。为平反日本侵略者非法关押的大批
抗日爱国志士，签发了第一个宣告爱国志士无罪的判决，该判决书也是中国收复台湾后司法机关在台
湾的第一份判决书。1947年出任上海地方法院推事，1948年任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1951年至1958
年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1957年因发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一文，以及要求不要以领导人的
讲话作为办案依据的谈话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被错误地开除公职以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1966年
至1979年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1979年2月右派改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
员，1989年退休，2002年被评为法学所终身研究员、终身教授。

    主要著作有：《票据法概论》、《台湾经济法》、《谢怀拭法学文选》、《外国民商法精要》、《
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合同法》(合著)、《劳动法简论》(合著)、《合同法原理》(合著)、《工
业经济法》(主编)等；主要译作有：《苏联民法对社会主义财产的保护》、《苏联民法》(上、下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德国民法通论》(上、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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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I自序／I前言／I第一编  总论第一章  民法的意义与近代民法的形成／3一、民法的意义／3二、近
代民法的形成／4三、近代民法的性质与其指导思想／9第二章  从近代良法到现代民法／13一、近代社
会到现代社会／13 二、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发展中的一些现象／15三、由于民法的发展，现代民法出
现了许多新的部门法／41第三章  民商法的体系／5l一、公法与私法／5l二、民法与商法／57三、英美
法国家的情况／6l四、几个主要大陆法国家民商法典的编制及其特点／62五、财产法与身份法／141六
、在私法方面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148第二编  民法第一章  物权／167一、概说／167二、所有权／170
三、用益物权／17l四、不动产租赁权的物权化／172五、担保物权／173 第二章  债法／180一、概况
／180二、债的发生／182三、合同／183四、侵权行为／186五、不当得利／187 六、无因管理／188七
、债的关系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188第三章  近代合同法与现代合同法／190一、近代合
同法的本质与基本原则／190二、当代合同法的发展／208第四章  亲属法／226一、概说／226二、婚姻
／229三、亲子关系／23l四、家与亲属会／23l五、人事诉讼／232六、亲属间的扶养／232第五章  继承
法／233一、概况／233二、法定继承／235三、遗嘱继承／237四、遗赠、死因赠与和继承合同／238第
三编  商法第一章  总则／243一、商法的意义／243二、企业／247三、商号(企业名称)／255四、营业
／257五、营业辅助人／260六、商业账簿／268七、商业登记／269第二章  公司法总论／273一、前言
／273二、关于公司的共同规定／289第三章  无限公司／301一、无限公司的意义／301二、无限公司的
设立／302三、公司的内部关系／303四、公司的外部关系／305五、无限公司股东的变动／306六、无
限公司的解散与清算／307第四章  股份公司／308一、股份公司的意义与特点／308二、股份公司的设
立与成立／312三、股份／316四、股份公司的机关／323五、股份公司的财务／329六、股份公司的公
司债／331七、股份公司的重整／334第五章  有限公司／336一、有限公司的意义和特点／336二、有限
公司的设立／338三、股东的地位／340四、机关／341五、公司的财务／342第六章  其他公司／343一、
两合公司／343二、保证有限公司／345三、外国公司／346第七章  企业的结合／348第八章  票据法
／350一、绪论／350二、票据总论／360三、汇票／378四、本票／385五、支票／386后记／388

Page 4



《外国民商法精要》

编辑推荐

　　一部《外国民商法精要》就是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法制进程的缩影。　　一部《外国民商法精要
》就是中国从长期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过程的写照。　　一部《外国民商法精要》就是谢怀栻先生人
生历程和治学过程的记录。　　《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是谢老集多年民商法研究之功而成的佳
作，对整个民商法的体系与历史，民商法的重要概念、规则与制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与阐述，阅
读《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对于系统全面掌握民商法知识，极具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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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法律服从于政策，还是政策服从于法律——谢老
2、入门~
3、　　当看过同类书籍之后，看过那些故作玄奥、堆满艰深词语，却又表达得含混不清、没有个人
观点的书籍之后，才体会出这本书的好来。
　　
　　浅近，却绝非肤浅，因为是有一本个人独立自由思想的书。
　　
　　以下为摘录：
　　
　　在封建社会，宗教占支配地位，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同等地支配人民。在欧洲中世纪，宗教力量
甚至超过了政治力量。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礼教的影响很大。因此，在自然经济中，农民与雇主是
不平等的。在宗法制度中，家长与其他成员是不平等的。在宗教势力中，一切宗教头子处于支配地位
。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所以，总的来看，在封建社会里，每个人始终依附于另外一个力量，个人处
于受支配的地位。只有国王、教皇不受支配。所以说，在封建社会没有独立、平等的个人。人们之间
没有平等关系，只有依附关系。
　　
　　 法制史中常称，中国封建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实际上封建社会只有
一个法即封建法。如果我们用今天的部门法标准去套，那就只有一个刑法。封建法中即使有户婚田宅
关系的规定，也不能当作民法来看，而是刑法的一个部分。所有的法都有处罚规定。因为在封建社会
，不存在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4、虽然开始时被逼才看的，但看了以后发现写得确实不错
5、纸质比较脏，还发黄了，而且有黑色污迹，不是很好！！
不过可能也快没货了。

书还是不错的，不愧是经典之作
6、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
7、大家
8、　　谢老去世了。
　　他出生在1919，那个学生运动进入高潮的年份，不知是不是这个时代影响了他，他在法的路上一
直走在别人的前面。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谢老就提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给他带来了沉重
的折磨。
　　八十年代初，当否定民法的功能与作用的观点大肆叫嚣时，谢老提出了民法应当调整平等主体间
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
　　现行民法通则第二条中也凝聚着谢老的心血。
　　
　　可以说，民法在我国一直有着很微妙的地位。虽然大家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它，却也无论如何不
能获得像刑法一样的重视。谁让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呢？民法的个人本位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充分
发展，而是一上来就强调了社会本位，这也使我们的民法发展一直极其缓慢。
　　
　　读读谢老的书吧，会有所得的。
9、不错还，挺快的并且质量还可以，找了好久的
10、言简意赅，读起来非常容易。是一本不错的启蒙用书。
11、只看了民法史部分，实在太精彩
12、谢怀栻
13、第一本民商法方向的书

Page 6



《外国民商法精要》

14、书中谢怀栻先生大赞法国民法典的思想和精神；盛赞德国民法典的体例与技术；温和但绝不含糊
的肯定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突破和创新！本书不但有民法发展史的梳理，学术史的考察，比较法的分析
与理论上的阐述，更有对民法典体例、民商关系、合同法演进以及公司法相关问题的展开，确实是一
本“对于初学民法者极具裨益，也是民法研究工作者与实务界人士的重要参考书籍”！！
15、言语简洁，内容实在，废话少，说理明晰，远非现代的作品能比拟。但毕竟时候早了点，很多内
容还需要读者自己充实。
但谢老先生的书绝对物超所值！
16、很受益
17、封皮显得脏旧。但书本身很有学习的价值。
18、除了书皮太容易脏以外，内容简直没的说，对学习民法很有帮助
19、好书。初学者不宜。
20、好书，大家之作，又简洁
21、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作为我国民商法领域的一位泰斗，谢老以其丰富的底蕴，向我们翔实地介
绍了西方民商法的精彩之处。而这些正是我国民商法法典起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作为一部已经
出版多年的图书，其精彩之处正在于简略而不简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民商法学的著作
22、我的法学启蒙！
23、大师集终生经验写就的一本书，对法科学子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值得细读。
24、不错！一本好书！！
25、简明扼要⋯⋯
26、我的法学启蒙读物。
27、看了几遍，细致讲解！
28、我读的是2014年程老师增订了商法部分的版本，仅精读第一编，第二编民法与第三编商法则仅仅
是翻阅。读这个书，要谨记谢老从1957年发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以后便遭受磨难，直到1979年
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职。可以说，历史耽误了谢老做学术研究的最美好的年华。程老师
曾说过，以前见谢老的时候，虽然谢老有二十多年没有机会接触法学资料，但是对民商法的基础知识
仍然掌握的非常牢固。这是那个时代的学者令人佩服的地方。再反观我们现阶段的学习，其实基本上
过了期末考，一门部门法就只剩下概念了，甚至连概念都不剩下。程老师还说过谢老不仅会德语，包
括法语、日语以及拉丁文等都能够阅读，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学者令人钦佩的地方。

29、喜欢这本
30、是书提供了不少资料，但分析方面就只能呵呵了，价值观鸡巴上是错的。
31、居然有这么好看的民法学！
32、作为谢老的一部经典作品，我完全是为了纪念谢老先生而收藏。作品装帧很漂亮，内容也很不错
。
33、比较简略，但是挺权威的
34、通俗易懂，经典，是学习西方民商法律制度的一本好书，谢老的经典之作···
35、合同契约是平等交易的手段。
36、大家小书
37、真正的好书通常不厚
38、今天一口气看掉了...谢怀拭老先生真厉害,可惜...走得早
39、拿到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虽然书并不厚，但短短几语就把博大精深的法学知识讲得津津有味
。受益匪浅啊！真是慨叹，当今做真学问如斯者少之又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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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当看过同类书籍之后，看过那些故作玄奥、堆满艰深词语，却又表达得含混不清、没有个人观点
的书籍之后，才体会出这本书的好来。浅近，却绝非肤浅，因为是有一本个人独立自由思想的书。以
下为摘录：在封建社会，宗教占支配地位，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同等地支配人民。在欧洲中世纪，宗
教力量甚至超过了政治力量。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礼教的影响很大。因此，在自然经济中，农民与
雇主是不平等的。在宗法制度中，家长与其他成员是不平等的。在宗教势力中，一切宗教头子处于支
配地位。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所以，总的来看，在封建社会里，每个人始终依附于另外一个力量，
个人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只有国王、教皇不受支配。所以说，在封建社会没有独立、平等的个人。人
们之间没有平等关系，只有依附关系。法制史中常称，中国封建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
法并不科学，实际上封建社会只有一个法即封建法。如果我们用今天的部门法标准去套，那就只有一
个刑法。封建法中即使有户婚田宅关系的规定，也不能当作民法来看，而是刑法的一个部分。所有的
法都有处罚规定。因为在封建社会，不存在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2、谢老去世了。他出生在1919，那个学生运动进入高潮的年份，不知是不是这个时代影响了他，他在
法的路上一直走在别人的前面。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谢老就提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的观点，尽
管这个观点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折磨。八十年代初，当否定民法的功能与作用的观点大肆叫嚣时，谢老
提出了民法应当调整平等主体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现行民法通则第二条中也凝聚着谢老的心血
。可以说，民法在我国一直有着很微妙的地位。虽然大家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它，却也无论如何不能
获得像刑法一样的重视。谁让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呢？民法的个人本位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
展，而是一上来就强调了社会本位，这也使我们的民法发展一直极其缓慢。读读谢老的书吧，会有所
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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