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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契约在早期近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被认为仅仅处于次要地位。
而本书所要展示的，则是契约在这一时期各种日常人际关系与交易构建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当下学者而言，契约对日常经济活动中诸多细节所留下的记录具有重大价值。

本书的文章对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经济和法律制度，特别是与契约和财产紧密相关的那些领域，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并就这些制度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运转有清晰的阐述。
汲取对古老文档资料的新近研究成果，契约嵌入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并在商品化的扩散中发挥了作
用。
其中，有两篇文章的命题涉及广泛：一篇是曾小萍力证强大的财产权利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国传统；
另一篇是欧中坦结合美国法学知识，针对中国比较研究框架的有效性所进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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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是，租借的安全保障只是中国人在那里寻购房地产的一个原因。
在世纪之交，随着租借的工业和商业企业集中，中国人口大幅增加。
除了1911年的革命时期，直到1933年间，各处的房租和地价每年都在上涨。
因为能获利又安全，租借的房地产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广泛而反复地交易。
（正如冯绍霆在第七章指出的，因为许多中国人在租界交易房地产，租界的交易方式可能影响了这个
城市非租界部分。
）据说租界地里的所有权证书与其他国家的一样安全，因为它可以在外国银行很容易的兑现。
1930年，十四家银行（既有中国银行也有外国银行）持有的房地产价值是1亿2128万3631两银子，占到
他们抵押物的一半。
中国本土银行业接受房地产抵押，也占到他们抵押贷款的一半。
一般来说，大约80％的房地产价值都以7％到9％的年利率出贷了。
金融机构和普通投资者以租界地房地产作为信用，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安全的抵押物（城山智子，1997
）。
上海的企业主可以依赖房地产借到长期资本贷款。
纺织业的发展，特别是上海纺织业的发展，是建立在房地产交易与财产交易密切关联基础上的。
 短期贷款 棉纺厂和缫丝厂依赖短期贷款来获得购买原料的生产成本。
9月和10月是棉花的购买季节，而茧的购买季节在五月和六月。
这种季节性的集中，同时伴随着商人的投机交易，导致棉花和茧的价格在一年中波动起伏。
理想状态下，棉纺厂和缫丝厂应该有充裕的营运资本渡过这一难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被迫通过
短期贷款来补充资金的不足。
 1932年11月12日申新棉纺厂和汇丰钱庄订立的合同说明了这点（SXFZ Q193—1—542）。
这个合同是动产质权合同，因为这次担保物不是房地产或工厂设备而是一些动产，包括棉花、棉沙和
储存在仓库里的棉衣，还有工厂里的所有原料和产品。
与长期借贷合同不同，此处的债权人只有本地银行的老板，债务人是总经理荣宗敬。
合同首先写明债权人最多可以借给债务人五万两银子，不动产作为质押物。
以下的十二个条文是关于质押物和利息、还款的费用和其他事务。
质押物的估价为它们的市场价的80％（SXFZ Ql93—1—526，Ql93—1—860.Q193—1—543；大生纺织公
司档案，B401—111—221）。
如果质押物的市场价格下跌，债务人有义务用现金或类似物品补足差价。
如果市场价格上涨，债务人有权要求债权人增加贷款总额（第二条）。
一旦质押物的价值消失，债务人必须补足差额（第六条）。
月利率应该是本地银行协会制定的利率加上每一千两多加三两银子（第三条）。
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债权人可以终止合同，但是债务人必须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第十二条）。
当债务人未能归还本金和利息时，债权人可以出卖那些质押物（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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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的文章对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经济和法律制度，特别是与契约和财产
紧密相关的那些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并就这些制度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运转有清
晰的阐述。
汲取对古老文档资料的新近研究成果，契约嵌入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并在商品化的扩散中发挥了作
用。
其中，有两篇文章的命题涉及广泛：一篇是曾小萍力证强大的财产权利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国传统；
另一篇是欧中坦结合美国法学知识，针对中国比较研究框架的有效性所进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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