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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舫、曹兴权编著的《商法》是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商法教学提供的一本教学用书。
内容分为五部分：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
根据法律硕士的教学特点，《商法》在对商法基本原理和主要制度阐述的基础上，重点对法律实务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每章的内容设置了案例分析和思考题。
《商法》注重对学生运用商法能力的训练，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路和方法；同时，《商法》也
为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商法制度提供了参考和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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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舫，1965年10月出生，辽宁沈阳人。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商法博士。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兼职律师。
个人独著、合著专著《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证券上的权利》（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5部，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法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二十余篇。
曹兴权，1971年7月出生，四川省南充人。
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醇、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醇，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从事民商法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公司法的现代化：方法与制度》（独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商道法意》（独著，法律出
版社2009年版）等学术著作：参编教材多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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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变更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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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公司解散清算
第八章  证券与证券法
  第一节  证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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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证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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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  证券交易
  第一节  上市交易
  第二节  法律禁止的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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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上市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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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票据行为
  第一节  票据行为的内涵
  第二节  票据行为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  票据行为的代理
  第四节  几种主要的票据行为
  第五节  票据瑕疵
第十五章  保险及保险法概论
  第一节  保险概论
  第二节  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第十六章  保险合同法
  第一节  保险合同法总论
  第二节  人身保险合同
  第三节  财产保险合同
第十七章  保险监管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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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商事效率原则这是商法特殊原则体系中的第一位原则，它直接体现了效率至上的价值选择
政策立场。
在理解商事效率原则时，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我们所追求的效率应当是建立在经济伦
理基础上的效率。
效率有多种含义，可以指单个主体在某个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也可以指在交易双方的角度来考
察该交易有关权益配置上的效率，也可以指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财富增减的效率。
某个主体在特定活动中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大收益，是有效率的。
但这种效率在制度安排上不具有指导意义。
因为法律制度调整的是各个社会主体的关系，不能仅为了实现某个特定主体利益最大化来设计制度。
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财富增减的效率，是指增加的社会财富在扣除减少的某些主体财富之后的差为正数
并且这个差的数值尽可能大的状态，或者说投入成本少而财富增加的状态。
很明显，这种状态的效率也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因为它是在单向度思维模式中进行的判断，没
有顾及在这个所谓效率状态中某些主体财富因此而受到不公平减损的情况。
比如，通过压低土地征收成本去大力发展房地产的政策安排，房地产市场得到很大发展。
对房地产业而言，该种政策安排带来了效率。
但这种效率并不是我们期望、支持的效率。
在经济活动中，只有那些一方主体获益而另一方主体不会因此变得更坏的状态下发生的交易，才符合
起码的经济伦理，也才能够获得社会认同。
在这个基础上来改进制度安排，使得交易产生更多价值。
这样的制度及变革才是有效率的。
因此，商事效率至上中的效率必须内涵起码的公平。
（2）为实现商事效率，商事法律制度必须做相应安排。
从商法制度整体看，体现了商事效率价值目标的特殊制度包括：短期时效、交易标准化、企业维持。
其中，短期时效、交易标准化是通过提升交易迅捷性来实现效率；而企业维持则是通过尽量避免企业
破产、解散的风险来实现效率。
第一，短期时效。
商事制度中，各种商事请求权（如票据请求权）时效期间要比一般民事请求权的短一些，其目.的就在
于缩短交易时间，及时解决纠纷。
第二，交易标准化。
交易标准化包括交易主体标准化、交易客体标准化、交易行为标准化。
交易主体标准化，主要表现在企业类型的标准化，这有助于投资人设立企业，也有助于交易对方考察
其信用状态。
交易客体标准化，主要表现为权利的证券化。
对权利证券化处理后，得到标准化的证券性权利。
证券，在实质上就是标准化的、可交易的权利。
很明显，针对标准化单位权利的交易行为要比针对非标准化权利的交易行为简便得多。
交易行为标准化，主要表现在标准合同、标准化谈判程序上。
商事领域存在大量的标准合同现象，比如保险条款、房地产买卖合同、银行卡服务条款、招股说明书
条款，如此等等。
标准化谈判程序，就是按照事先确定的统一程序来签订合同。
比如证券发行，公开招股说明书、路演推荐、发售、认购，在同一次发行中这些程序针对所有投资者
，而不同证券发行的程序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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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为国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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