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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法作为一门法学核心课程，在今天备受重视。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商人经济、商法治经济。
商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方式十分复杂，现行的商事法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
有效的商事法律制度的构建、完善和发展是永恒的，商法理论研究和教学也面临着不断创新和发展的
过程。
　　我们在商法教学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程体系。
这种教程体系的特色主要有：　　（一）在商法体系中选择重点和前沿法作为教程内容。
商法虽无绝对统的体系安排，但基本的内容是学者们认同的。
如将商法所涉的法群都列入教科书中，难免出现篇幅过大，难以深入论述的不足，加之商法教学的课
时有限，可讲解的内容也有限。
我们按照教学实际需要，选择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和海商法作为教
学内容编写。
　　（二）吸收法学前沿成果深入阐述。
商法教程做到符合写作规范，系统阐述商法的各部门法内容的同时，对重点和难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吸收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了深入的探讨。
　　（三）综合展示商法学者观点供辨析。
大量的商法著作中，深深地凝结了商法前辈和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和心血。
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才使商法很精彩。
本书写作时，将学者、实务者的不同观点和分歧给予展示，给予读者充分的思考空间。
　　（四）注重商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加强学以致用。
商法是理论和实践性均很强的学科。
商法理论很专业化、很深奥，商法理论源自实践、指导实践，不理解商法的理论就无法回答实践中出
现的问题，但反过来，不与现实实践接触、结合的商法学习也将大打折扣。
我们注重商法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提高学习者的兴趣，增强学习者学以致用的本领。
　　（五）用资料和应用来引导学习者进一步研究。
资料和应用重在阐明重点原理的应用、难点解释、国内外立法例、判例、最新立法、司法、学术成果
、权威学说、理论和实践有争议的问题和其他对商法研究、学习有价值的问题，以引导有兴趣的读者
作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更深刻、形象地把握各个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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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法》在商法博大的基本内容中，按照教学实际需要，重点选择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
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和海商法作为教学内容编写，全书共六编二十一章。
　　《商法》对理论和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吸收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了探讨，书
中综合展示商法学者观点以供辨析。
《商法》采用补充“资料和应用”来引导学习者进一步研究。
“资料和应用”重在阐明重点原理的应用、难点解释、国内外立法例、判例、最新立法、司法、学术
成果、权威学说、理论和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和其他对商法研究、学习有价值的问题，以引导有兴趣
的读者作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更深刻、形象地把握各个知识点。
　　《商法》作为商法学教学课程，可以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用书，还可供其他专业、
其他层次的学生和商法学习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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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有星，浙江大学法学教授、法律系副主任，法律硕士（JM）中心主任。
浙江大学法学硕士，硕士生导师；浙江省金融法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法律顾问室副主任。
浙江省地方立法专家库成员，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律师。
研究领域为商法、投资金融法学，代表性论著有：《经济法教程》、《票据法学》、《公司规范运作
法律研究》、《银行风险防治的法律研究》、《金融法》、《国际经济法学》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
论文几十篇，承担省、部及校科研项目数十项。
获第三届“浙江省杰出法学青年”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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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商法总论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第三节　商法的立法模式与体系　　三、促进交易
迅捷原则　　促进交易迅捷是商法的首要原则，也是商法营利性的明显表现。
商法对交易迅捷之促进，主要采取了以下规则。
　　（一）短期消灭时效主义　　商事交易的短期消灭时效主义，是指法律对于基于商事交易行为所
生之债的法律保护期间特别予以缩短，从而迅捷确定其行为之效果，以促成交易之迅捷。
例如，各国商法对于商事契约的违约求偿权多适用2年以内的短期消灭时效；对于票据请求权多适用4
个月至6个月甚至2个月的短期消灭时效；海商法上对于船舶债权人的求偿权多适用1年以内的短期消灭
时效；保险法上对于保险金请求权通常也适用短于民事时效的短期时效。
　　（二）交易定型化规则　　交易定型化是保障交易迅捷的前提，包括交易形态定型化和交易客体
定型化两个方面。
所谓交易形态定型化，是指商法通过强行法规则预先规定若干类型的典型交易方式，使得任何个人或
组织，无论何时从事该类交易行为，均可以获得同样的法律效果。
所谓交易客体定型化主要就是交易客体的商品化，即当交易之客体属于有形物品，则给予其统一的规
格或特定的标记，使交易者易于识别商品，从而实现交易迅捷。
　　（三）权利的证券化　　为了加速商品的流转和权利的让渡，商法采取了权利证券化制度。
即当交易的客体为无形的权利时，则通过一定方式将权利证券化，证券的流通实现权利的转移，从而
简化权利转让程序。
例如公司法上的股票和公司债券，票据法上的各种票据，保险法上的保险单，海商法上的载货证券均
为权利证券化之典型，都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表现了法律上的权利。
不仅如此，法律还通过建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制度，以适应大量的证券买卖及证券权利的迅速交
易。
　　（四）行为的要式性　　在商法领域，虽然也强调合同自由，但对于合同性商行为，在很多情况
下则采取了要式主义。
其原因在于，虽然契约自由有利于契约迅速完成，但在商事活动领域，商事行为具有大量性、反复性
和同一性的特点。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商事契约无固定款式而完全由当事人自由协商，不但不符合经济原则，而且易生
分歧从而有碍于交易的迅捷。
故商法对商事契约及有价证券的款式，多实行定型化的要求，如保险契约的定型化、有价证券的格式
化等等。
尤其是对于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商法上均采取严格的要式主义，以利于行为当事人迅速辨认，实现
交易的迅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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