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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是西北政法大学在本校教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版的一套学术丛书，希望
它能代表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术导向、学术风格和学术水平。
西北政法大学来源于中共中央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生于战火，旨在救亡。
毛泽东就在亲自讲学时鼓励学生：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1949年，由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奉命南迁西安，成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为了给西
北地区新成立的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它的办学风格自然与本来意义上的大学大异其趣。
再后来院校合并，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形成法学教育的“四院四系”或“五院四系”，“文革”中
停办。
“文革”后恢复，主管由最高人民法院而变为司法部，后变为陕西省；校名由西安政法干校、中央政
法干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最后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学校坎坷磨难，师生筚路蓝缕，总算成就了一个全国法学人才重要培养基地和法学重镇的地位，同时
形成了法学特色鲜明，哲学、经济学、管理、新闻、公安、外语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
大学的根本宗旨是培养高水平人才；围绕这一根本宗旨，教学和科研是学校的两项中心任务。
由于十万校友在全国各行各业，特别是法律行业的杰出表现，西北政法大学对自己的教学水平从来都
相当自信。
近年来，学校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行政化，提倡回归大学本位，坚持加强实践教学、服务社会、
开放办学的方针，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全国各大法学院都有个别教师挂职司法部门实践的经验，但我们已将法科教授的挂职作了分批次、普
遍化的安排；我们在全国首创了所有法科青年教师担任法官助理一年、法科研究生担任见习法官、检
察官助理半年的实践教学模式；多年来，我们都把法庭辩论、模拟法庭教学正式纳入课程体系，等等
。
一系列的教学改革，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科学研究也是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
经过几代西北政法大学学人的努力，现已形成了在价值哲学、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死刑问题、法学教
育研究等领域的一批特色研究成果。
但毋庸讳言，在科研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文类学科比之理工类学科，单科性大学比之综合性大
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激励教师申报承担各级研究课题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全校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已达到170多人，而且分别来自英、法、德、美、日
、韩等国外著名大学和国内名校，学渊结构显著改善。
近五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2项，名列陕西高校前茅。
为了使教师已取得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并鼓励教师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西北政法
大学决定出版这套学术丛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部门论>>

内容概要

　　《商法部门论》旨在运用法哲学理论对商事生活与商事规范进行阐释，以揭示商法的本质规定性
及其价值意蕴。
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关注对商事生活特殊性以及商事规范独立性的剖析，同时解读二者之间有机的关
联，另一方面注重对商法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元省思，以期能使二者在严格界分基础上实现功
能上的贯通。
《商法部门论》主旨之一在于以西方社会商法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价值观念作为标杆，对商法在我国的
继受与现状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解析。
在商事法律关系确认、商法的基本原则、民商立法体例等问题的分析上，《商法部门论》也有独到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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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在敏，1954年出生，陕西户县人。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
研究方向为民法价值理论与商法基础理论。
主要代表作有《商法的理念与理念的商法》、 “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质疑”系列论文、 “合伙
与公司法研究”系列论文，主编或参编《商法》、《商法学》、《民法学》等教材多部，并在《中国
社会科学》(英文版)、《法学研究》、《法律科学》、《法学评论》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
曾获司法部学术成果二等奖。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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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六节 商事交易迅捷安全原则一、商事交易迅捷安全原则之概念二、围绕该项原则应注意的几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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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商事制度的早期演进三、近现代以来的英美商事制度第四节 商法在中国一、问题的缘起与解
释二、清末变法改制当中的商事立法三、中国民族成文法化运动中的商事立法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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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之重构——纪念《合伙企业法》颁布一周年附录4 法的确信与理论偏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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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现代以来的欧洲立法，基于自然法理念之支配以及立法技术的空前发达，不仅廓清了人格与身份两
者之间的界线，同时也摆正了两者之间的应有关系，从而使近现代以来的民法成为名副其实之人格法
。
（2）事实表明，古罗马之市民法属于身份法，中世纪之商人法亦属于身份法，近现代以来之商法同
样属于身份法。
此点根因于近现代以来之市民根本不可能尽都商人化。
但是，基于近现代民主政治之出现，而使商人之身份只具有经济意义。
这便是：一方面，即商人身份之获得以拥有资本和着意于商业经营为普遍性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
又即商人之身份是使商事营业与营利具有适法性之依据。
（3）正是缘于上述两点，才使古罗马之市民法概念，在成为近现代民法的语源时，其所呈现出来的
逻辑演进公式是“从身份到契约”。
而市民法一语在构成近现代商法的语源时，其所呈现出来的逻辑演进公式又是“从政治上的身份到经
济上的身份”。
（4）值得指出的是，缘于封建等级身份制之害人至深以及近代革命成果之取得不易，使近现代以来
的商法理论对于商法属于身份法的事实多采回避态度。
但是，此种态度毕竟属于“感情用事”。
故商法实乃经济意义的身份法。
（二）商法乃市场经济之技术法该项特点是指同民法相比较，商法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
济运作技术规则在立法层面上的集中表现。
这是因为：（1）自经济学角度而言，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完全相同：一是市场经济以市场之先
行存在为发生前提，而商品经济的发生与否并不取决于市场之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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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类的先哲与启蒙思想家，法国人孟德斯鸠在总结高卢人、庇鲁斯人以及迦太基人被罗马人所征服的
惨痛教训时不无明智地指出，一个民族的最大不幸，并不在于该民族所遭际着的不幸本身，而在于该
民族“根本不去认识，也不去设法防止它们不幸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来说，孟德斯鸠的这一总结又似乎是对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而言的。
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早就表明，导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不幸的本质性原因，不
容置疑的是在中国已经绵延了好几千年的“以农为本”，以及以此而为基础的政治上的“君主专制”
与思想文化上的“定一于尊”。
正是因为如此，史经150多年的探索，在20世纪的90年代之际，中国内地始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经
济发展的长远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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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部门论》编辑推荐：西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民商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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