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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景山东麓，红楼旧址。
五四精神，源远流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位于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地质馆旧址。
在这所饱经沧桑的小院里，法学研究所迎来了她的五十华诞。
　　法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五
十年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法学研究所高度重视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倡导法学研究与
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决策研究，服务国
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研究所发起或参与探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人治与法治、
人权与公民权、无罪推定、法律体系协调发展等重要法学理论问题，为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发挥
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没的步伐，法学研究所率先开展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
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斗争和人权对话，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参与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
的基本方略，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学研究所根据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定
位和新要求，愈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愈加重视全面落实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研究，愈加重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全
面协调科学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愈加重视对中国法治国情的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愈加
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法学学科新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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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商法的发展研究》为“法学学科新发展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从商法基础理论、公司法的发展、合作企业法的发展、企业破产法的发展、证券法的发展、保险
法的发展等六章对我国商法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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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海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研究所商法研究室主任。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教授、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和涉外仲裁员等。
邹海林研究员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经济法专业法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获民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法专业法学博士学
位。
邹海林研究员1991年3月-11月在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锻炼并曾任代理审判员，自1988年以后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1992年至1993年，赴美国在Lewis and Clark Law School做访问学者，研习美国保险法；1994年5-7月，赴
日本在东京大学法学院做客员研究员，研习日本社会保障法。
1994年后，重点关注我国破产法的重新制定，作为“三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破产法起草工作组
的成员，积极参加了破产法新草案的编订。
在法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曾任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副主任。
曾兼任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保险法。
邹海林研究员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破产法、保险法、担保法以及物权法和债权法，发表诸多论文和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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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法基础理论　　第一节　商法的理念　　一、商法的存在形式　　商法以何种形式存
在，似乎不应当成为问题。
例如，在大陆法国家，德国、法国、日本等均制定有商法典，并在商法典之外另行制定有诸多涉及商
法典规范事项的特别法，商法的存在形式即为商法典及其商事特别法。
但是，商法的存在形式在我国至今仍然是个理论和实践问题。
因为在我国，商法的存在形式或者说商法存在的状态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作为商法的学科以及制度
存在体系，长期以来也被笼罩在民法的理念、范畴以及制度框架内。
商法以何种形式存在，不能不存疑问。
　　我国自1949年后，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
公有制。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竞争，有关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竞争的规则没有
存在的空间，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制度，难以融合到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中来。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若论及商法，那简直是无的放矢；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没有适用商法的需要
，而且连商法的观念都被遗忘了。
自我国改革开放开始建立私法制度时起，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现象是，民法和商法的区分十分模糊，区
分民法和商法的正当性理由长期以来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在我国曾发生激烈和广泛的民法与经济法
之争，在这个争论过程中，商法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有学者对于我国商法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状况曾经有过中肯的描述。
“我国从有大清商律开始，商法的历史至今将近一个世纪。
但人们对商法的研究却没有这么长时间。
以商法制度支撑的商法研究，由于商法历史在我国的中断，也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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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在这不平凡的五十年里，法学所人秉持正直精邃理念，弘扬民主法治精神，推动法学创新发展，《中
国商法的发展研究》的出版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繁荣作出了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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