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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值此《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三卷开卷之际，首先，谨向各位读者介绍本卷成就的经纬以及主要内容。
    此卷的成就基于中日民商、法研究会每年举办一次的研究会大会，即2004年6月举办的第三届大会。
此次大会的正式代表约60名，从参会代表的构成上与以往两次大会相比有两个特点。
一是商法学者的大量加入。
中日民商法大会虽然自成立以来一直将研究对象设定在“民”“商”两个领域，但前两次从论文集上
收录的内容上即可看出有民法一边倒的缺憾，此次在这一点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二是韩国学者的参
与。
本人在2003年4月（“非典”最高峰的时候）应邀参加韩国民事法学会2003年大会暨韩中日买卖法统一
问题研讨会时，有幸结识了该学会的会长李英俊教授（东国大学）和高翔龙教授（韩国学士院院士，
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
特别是高翔龙教授因为有留学东京大学的背景，我们之间在语言上没有任何障碍，加之高教授曾经是
中日民商法研究会日方学者代表星野英一教授指导过的学生，两人交谈起来更增加了许多话题。
当时我就向这两位韩国顶尖级学者发出参加中日民商法研究会2004年大会的邀请，两位在百忙之中拨
冗莅临，为研究会增添了许多色彩。
    此次来自日本的主要学者有，著名民法学家星野英一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和民法学专家汤浅道男教授（爱知学院大学）、近江幸治教授
（早稻田大学）、田中淳子副教授（爱嫒大学）；著名商法学专家有，上村达男教授（早稻田大学）
，周剑龙教授（中国籍，拓殖大学），田泽元章副教授（名城大学）；日本的著名中国法专家有，铃
木贤教授（北海道大学）、高见泽磨教授（东京大学）、宇田川幸则副教授（名古屋大学）；另外，
此次为了增加商法领域的研究气氛，还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商法研究室主任邹海林
教授；还有目前在日本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学者5名；其他则是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浙江、山东、
南京等地的国内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人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加入了许多新近回国在大学就职的新生力量，为研究会今后的发展注入
了活力。
    本次大会既继承了上次大会将报告和讨论截然分开的形式，又在总结上次大会经验的基础上将自由
讨论的时间延长到了一整天。
在报告会部分又一次有幸请到国内顶尖级的同声传译员杨晶女士到会操麦，为大会的报告部分节省了
时间，提高了效率。
在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中日两国民商法的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大会一如既往，自始至终洋溢着“学术神圣”的气氛，学者们务实、严谨而又不尚华丽的治学态度保
证研讨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中日民商法研究》收发稿件的要求，也是其主要特点就是所有稿件必须有中日法律比较或日本法
律介绍的内容。
此卷论文集收录的学术报告、论文和译文共21篇，都是严格按照既定要求选录，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
国内首次发表。
其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民法和商法中的总论和各论，知识产权、国际私法以及新近独立形成一个特别
领域的医事法等。
    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白手起家，能够成功地召开第三届大会，主要得益于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鼎力承办
和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市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协办，以及中日民商法学者的
积极参与。
在此，谨代表研究会向承办校和提供资助的各机构，向积极参与本会的各位学者，以及参加会务工作
的各位教授和研究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还要感谢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先生，编辑蒋浩先生在学术出版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欣然继续接受
这部出生不久的系列论文集的出版；同时我们更要感谢负责具体工作的责任编辑徐雨衡女士以及各位
编辑为论文集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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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杨巍同学为本卷文字校对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如《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一卷开卷语中所云：中日民商法研究会和它编辑的系列论文集旨在为中日
民商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之间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在为今天取得的进展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深感任重道远。
衷心希望有志于这项事业的师长前辈，同仁学子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研究会来，为这一事业的兴旺发达
献计献策，以图共同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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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近代之继受外国法，始于20世纪初。
1902年光绪皇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
设修订法律馆主持法典起草。
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派侍郎董康等赴日本考察裁判、监狱等制度，邀请著名民法学者梅谦
次郎到中国讲学并协助起草民法典。
梅谦次郎因故不能应邀，推荐东京控诉院判事松冈义正。
同时应邀来华的日本学者有帝国大学刑法教授冈田朝太郎、司法省事务官小河滋次郎、帝国大学商法
教授志田钾太郎。
松冈义正于是年来华，就任京师法律学堂民法教习。
1908年，开始编纂民法典，采德国民法之五编制体例，由松冈义正起草总则编、物权编和债编，由修
订法律馆编纂、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高种等三人起草亲属编和继承编。
可见中国近现代民商法和民商法学，得日本民商法和民商法学之助益甚多。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商事立法，如1999年的合同法，参考日本立法、学说之处亦复不少。
目前进行中的民法典编纂，尤应着重吸取日本民法百余年间累积之宝贵经验。
于是联络学界同仁，设立纯粹民间性质之中日民商法研究会，旨在推进中日民商立法学说判例之比较
研究，增进中日两国民商法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为研究成果之及时刊发流布，并创办系列出版物《中
日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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