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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5年再版以来，中国商法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立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无疑为2005年10月27日同时获得通过的新《公司法》、新《证券法》以
及2006年8月27日颁布的《企业破产法》。
为配套《公司法》、《证券法》的实施，还修订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制定或修订了《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重要规章。
这些新修订或发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共同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支持。
近年来，商法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一大批商法理论著作、教科书相继问世，使我国商法理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较大跨越。
其中，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
在立法与理论都有较大变化的背景下，本书再次启动修订工作。
此次修订涉及全书七编内容。
第一编总论部分，继续加强了商法基础理论的内容，吸收了近年来形成较大共识的基础理论，如商法
的调整对象、商主体的内涵与外延、商行为的内涵与外延等，使商法总论更加完善与成熟。
第二编公司法部分，按照新《公司法》与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展开。
第三编证券法部分，根据新《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证券发行与承销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展
开，充分吸收了最新证券法规则与理论研究成果，从而使其具备了实践适用性与理论前沿性。
第四编破产法部分是本次修订时新增内容，根据新《企业破产法》展开。
第五编票据法、第六编保险法、第七编海商法部分，虽然相关立法未作重大修订，但相关作者充分吸
收与梳理了相关领域的前言理论，并结合实践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
除以上内容的调整外，本次修订还依照出版社的统一要求，在每章首尾分别加上了简洁明了的“本章
导语”与精心设计的“练习思考题”，以利于学生预习与复习。
值此三版付梓之际，再次向给本书以关爱的法学界同仁、学子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致以诚挚的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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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法》是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规划教材《商法》的第三版。
《商法》共分七编，分别为总论、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
全书立足于我国现行商法制度，以简洁的行文涵括了当前商事立法与商法理论的基本内容，构建了较
为完整的商法学体系。
与第二版相比，因理论发展、立法修订及编写人员构成上的变化，本书全部内容基本上都是重新编写
的，从而保证了其内容上的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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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健，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商法、经济法、国际商法。
主要著作有《商法》、《公司法》、《证券法》、《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商法的价值源流及
本体》、《商法论》、《德国商法》、《公司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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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如何确立商法的地位，如何把握商法与民法、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
是20世纪以来商法理论中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集中表明了商法的价值，决定着商法
的前途和命运。
　　在20世纪上半叶，确切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商法的独立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商法与民
法的关系上。
商法从民法中分划出来，构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成为法学的一个部门，这是19世纪法学发展的
一大成就，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对经营活动之规律、特点在理性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深刻认识的结
果，是法律技术和立法完善的标志。
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少数国家一反19世纪已成定局的法律部门划分方法，实行民商合一，将商法并
人民法之中，在法学界引起了商法的独立性危机。
但透过民商合一的迷雾，我们可以发现：首先竭力推行民商合一的国家，或者是地域小、人口少、经
济关系并不十分复杂、法律体系比较单一的国家，如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等；或者是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仍处于不发达状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矛盾表现得很不充分的国家，如20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中国、蒙古以及已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苏联。
其次，即使在奉行民商合一的国家中，民法与商法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一，即将商法典的内容附
加到民法典之中。
这种简单的合并，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上衍生了许多问题，它不但未能解决实体商法的独立性，反
而给民法本身的协调增添了许多难度。
再次，民商合一仅仅消除了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典，在法律理论和法律体系上，它并不能消除商法作为
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存在，未能否定商法在理论上的整体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商法理论与
商事立法的冲突与矛盾。
因此，无论实行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商法都是一个实体的法律部门，它与民法在基本原则、调
整对象和方法、社会功用及价值等方面都存在不可替代的巨大差异。
但是，承认商法的独立性，并非否定其与民法的共性，即民法是私法的普通法，而商法始终是其特别
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割裂的私法结构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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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第三版是在第二版基础之上，按照高等教育出版社统一规定的“编写要求及技术规范，修订而成
。
本书由范健担任主编，作者及分工为：范健，第一编；储育明，第二编第七、八章；傅穹，第二编第
九、十、十一章；王建文，第三编；任尔昕，第四编；于莹，第五编；曹兴权，第六编；房绍坤，第
七编。
本次修订由主编范健总负责，并由范健、王建文共同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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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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