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商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0108339

10位ISBN编号：7300108334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赵万一 编

页数：4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

前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可以预见，21世纪必将是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
然而，倘无一种良好适当的法学教育制度据以培养一批批合格的法律人才，人们很难想象中国的法治
建设如何能够取得巨大进步。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制度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每年都有众多法学院系培养出来的不同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走向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人员
等各行各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所在部门的业务骨干，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作为一名在法学教育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兵，我为这些成绩由衷地高兴。
可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制度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非常严
重。
我在这里并不对中国整体的法学教育制度发表评论，只想谈谈对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一点意见。
首先，我国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迄今尚未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们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究竟是发给那些花费四年宝贵青春的莘莘学子以一纸进入法律职业的
许可证，还是使他们养成在未来职业中必备的常识、认识社会的原则以及作为法律职业者应有的良知
？
究竟是应当培养出精通某一门或几门法律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还是具有一般性法律知识并养成法律
活动者应有的良好法律思维的法学通才？
我认为，法学本科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律基础人才，即那些具备社会生活常识以及法律职业基本素质的
法律人，就法律职业基本素质而言，作为法律人必须具备的是这样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扎实地掌握
了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规则以及法律制度，并清晰地了解这些概念、规则及制度背后的理念与价值
；第二，明晰现行法律体系的框架与结构以及司法救济程序；第三，具有清晰严谨的法律思维能力，
能够娴熟地运用法律推理，依循法律逻辑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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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写上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语言精练。
作者认为，教材不同于专著，其内容应是学生必须和应当掌握的部分，教材介绍的应该是通说而不是
作者的个人研究成果。
同时，教材应所涵盖的是最基础的内容而不需要著者做过多的扩展，教材必须为教师的讲课留下适度
的讲授和发挥空间。
有鉴于此，在这本教材编写中，参编者用最精练的语言，着力压缩了教材的内容，将纷繁庞杂的商法
内容浓缩在40万字左右。
    第二，知识点涵盖全面。
我们认为，法律部门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同时也有相当的关联性，特别是商法与民法之间有着非常
密切的联系。
因此在教材写作过程中，参编者将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商法内部各种制度之间的
差异性写出来。
这样既便于学生掌握和理解，也便于在有限的篇幅内涵盖应有的知识点。
    第三，法律应用。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编者根据法学本科教育的特点，在相关章节后面创立了法律应用的内容版块。
法律应用是指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提出来，之后由教师向学生讲述如何应用法律规定来解
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司法应用的写作，是针对现状，结合法理和法律规定帮助学生完成从理论到实务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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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编总论第一章 商法概述第一节 商法的概念与特征一、商法的概念（一）商的含义按照一
般理解，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和，因而商法与“商”或“商事”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
商或商事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后期，一方面，随着两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使社会成员的物质生产活动逐步专业化，每
个商品生产者都无法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除了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之外，剩余的产品越来越多，因此产生了进行商品交
换的需要。
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则使得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不能无偿占有其他人生产的产品，从而使以等价交换
为基本原则的商品交换制度逐步确立。
并因此而导致了最早的“商”和“商人”的出现。
对于早期的商，《汉书·食货志》解释说：“通财鬻货日商”；《白虎通·商贾》中则认为：“行曰
商，止日贾。
商之谓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
我国古代这些对商的最初解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商品交易和流通活动的基本认识，并近似各国对
于简单商品交换活动的理解。
“商”在英语中为“commerce”，在德语中为“handels”，在日语中亦为“商”。
按照《韦氏新国际辞典》的解释：商事系指商品交换行为或买卖行为；《布莱克法律辞典》则认为：
商是指“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的财物之交换”。
与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商不同，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则是对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某一部分经济活动（即商
品流通活动）的理论概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媒介财货交易之行为。
而法学意义上的商事概念则是在对商事习惯和不同时期商事实践不断进行法律概括的基础上逐步形成
的。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之发达、交通工具的进步，商事的范围和种类正愈衍愈繁，形成所谓“无业不商”
的局面，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媒介交易的行为，皆被法律称为“商”。
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在法律上通常被称为“买卖商”，亦即学者所称的“固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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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第3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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