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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形态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比较的方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各国合同法立法与理论中的各种典型的违约行为作了全面系统
的研究。通过比较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际公约和惯例及我国法律中的相关内容，得出一些规律性
的结论并提出观点和建议；在分析这些具体问题时，引用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典型案例，从而使有关论
述和提供的结论和建议更具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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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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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肯定要给满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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