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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

前言

近年来，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与商事立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对于蓬勃发展的商事部门法的立法与
实践而言，商法基础理论研究仍显得严重滞后。所幸商法学界已逐渐将商法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点或
重点课题之一。我们更是集中了几乎全部精力致力于这一艰深的课题的研究。2003年9月出版的《商法
论》一书，可谓我们近年来关于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因该书所涉论题的开创性尚有不尽
成熟之处，虽经努力仍无可避免。是故，我们一直为此惶恐不安。为了尽可能地深化认识，并完善理
论体系与相关制度设计，我们一直未曾懈怠地进行着该书的修订工作。该书幸蒙认可，经有关专家评
议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审定，入选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研
究生教学用书”。按照教育部要求，“应统一冠以‘研究生教学用书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推荐’字样出版或再版”。因此，借此良机，我们对该书做了大量实质性修订。其中，既有理论体系
上的重大修正也有具体的概念界定及遣词造句上的完善。此外，为适应研究生教学用书的特殊要求，
我们在内容及形式上都做了较大调整，使其以更加清晰的专题形式面世。在此修订后，我们为与研究
生教学用书的性质相吻合，并为将来修订与完善《商法论》留下空间，特将本书命名为《商法基础理
论专题研究》。限于时间，虽然存留于《商法论》中的不少问题可能还未及修正，更有许多问题还无
法修订与完善，然而，通过本书的出版，还是得以获得弥补遗憾的机会，我们备感欣慰。因此，我们
要特别感谢给了我们此次修订机会的我们至今仍未知悉姓名的评审专家，也要感谢以各种形式真诚地
对本书作出评判的各位同仁，更要特别感谢为其初版与再版付出了大量辛苦劳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各位编辑！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仍想强调，商法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仅以作者二
人绵薄之力，无论如何竭尽思虑与努力，都难以完全驾驭。尤其是对于层出不穷的商行为类型及其法
律调整而言，可以说现有各国法律体系均未能妥善解决；更何况是对于商行为立法及其法律研究亦显
落后的我国而言，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与更多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其制度的合理设计与完善。因此，从
这个意义上讲，经修订后的本书仍然只能起到从理论上初步构建我国商法制度及学理体系的作用，大
量深层次的制度梳理与学理研究还有待于广大的立法、司法及法学理论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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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全国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之
一。商法基础理论是构建商法学科体系的理论支柱。《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从商本体、商主体和
商行为的视角对商法的价值、商法的概念、商法的历史演进、商法的基本原则、商法的渊源、商法的
独立性、商法的调整对象、商法的立法模式、商法的体系、商主体制度与商行为制度等商法基础理论
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其对商法规范内在特征和关联性的理论研究，是为推动中国商事立
法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促进商法学科体系建立的一次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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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商法与中国社会制度创新中国商法的诞生，对中国经济乃至政治体制都带来深度撞击。商法
是一项现实制度，更闪耀着一种时代精神，它正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一制度的完善必然会对
中国的未来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一）中国商法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商法制度的建立将从制度上
保障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从新中国建立之始我们就高度重视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的改革和创新。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大多处在临时性、阶段性和
不稳定性状态，较多地以经济改革的政策性规定取代法律性规定；以临时性措施取代长久性制度建设
。改革措施的临时性和易变性导致了经济体制本身的不稳定性。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在中国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踏上了历史性的转折点。但是，市场经济不仅仅是
一个经济活动的方式，更是一个社会性的经济运作规则体系，是建立在相应法律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
制度。中国是否能真正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否在制度上得以落实
，而商法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赖以依存的法律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商法就没有中
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就没有稳定的市场经济制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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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可以！95
2、书的内容不错的，如果纸张再好些会更好，物流很快的了
3、时下的书，要时下的读，时过境迁时意义不大。
4、质量很好，而且速度快，很满意。
5、蛮不错的一本书，看着挺喜欢的
6、这个海商法写的挺好的，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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