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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求轶博士民商法论文集结构分为三部分——民法理论、商法理论与外国法。
我认识李求轶已经10年，当时他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因要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民商法博士，与他相识
相知。
之后，在交往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勤奋好学、踏实能干的上进青年，于是我们就成为忘年之交。
转眼十年，李求轶律师虽仍然在从事律师工作，但已经读完法学博士课程并进入西南政法大学从事商
法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近年来，李求轶博士科研成果相当丰硕。
现将其硕士论文、在各种刊物和研讨会中发表的论文以及尚未出版的法学论文汇集成册，在法律出版
社出版。
这些法学论文方法独到、观点新颖、论据充足，在学术研究上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早在《物权法》颁布前17年，李求轶同志就对物权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硕士论文“农村土地物
权立法初探”以及其他物权法论文来看，其研究早在物权法颁布前就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有些文章因
观点超前而遗憾地未在当时有关刊物发表。
但从论文内容上看，证实了其著作是好文章，经得起实践检验。
在商法研究方面，李求轶博士对商法学方法论和“商法通则”体系进行了有益探讨，对我国将来制定
“商法通则”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李求轶博士的博士论文专著《消灭时效的历史与展开》我已解读，我和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观点一
致，认为该博士论文，对我国民法典制定有相当积极的指导作用。
现其又将一些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有关消灭时效观点和资料汇入本论文集，足见其在该领域的造诣和继
续研究和探索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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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论文分为民法理论、商法理论与外国理论，论文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论据充足、方法独到
，对民商法的学习探讨和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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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求轶，男，1963年10月出生，籍贯浙江温州，高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民商法专业硕士生导师。
2007年1月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方向博士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8年5月进入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职从事商法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民商法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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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民法部分　1. 民法典的解构　2. 《民法通则》的结构与解构　3. 物权性质刍议　4. 物权行为新探
　5. 农用土地物权立法初探　6. 物权请求权与消灭时效关系之研究二、商法部分　7. 商法法系新探—
—兼论中国商法通则的体例　8. 商法的体系化与体系化的商法　9. 商法上的外观优越法理　10. 英美法
系公司法对中国公司法的影响　11. 独立董事论衡　12. 融资性商行为初探——商行为的一般与特殊
　13. 金融商交易论纲　14. 金钱权利论纲　15. 海事法系的形成与生长　16. 海事责任限制制度的源流
与趋势　17. 日本海法的生成与展开三、外国法部分　18. 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项报告　19. 诚
实信用原则以及权利滥用的机能　20. 形成权概念的意义和机能　21. 事实上契约关系和行为能力　22. 
法人的侵权行为责任和表见代理责任　23. 代理的法律构成　24. 表见代理的法律构成　25. 普通交易约
款的拘束力　26. 法律行为的解释方法　27. 履行辅助者的过失和债务人的责任　28. 情事变更原则和行
为基础论　29. 请求权的竞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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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法部分　　2.《民法通则》的结构与解构　　【摘要】　本文运用解构方法论来分析《民
法通则》中以“商品关系说”和“平等关系说”内部结构，指出现行民法草案仍然遗有原始“平等关
系说”的历史痕迹，并试图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对其加以重新建构。
　　【关键词】　《民法通则》结构解构建构　　一、解构方法论　　结构与非结构是相反的含义。
而“解构”则是对传统结构的本质（或称事物本体）进行分解和重组，因此，“解构”不是破坏而是
建设，只有拆解自结构中的逻各斯（logos）中心，才能建构一种容忍“异己”的开放性的新结构。
解构《民法通则》并非全盘否定《民法通则》存在的历史性和合理性、贡献性，而是通过对《民法通
则》的本体论进行剖析，指出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指明随着“时空”的变迁、社会的发展
，《民法通则》的中心调整对象已经日益不适应新的社会存在，它的结构中的肢体制度日益被分解、
更替乃至被否定。
众多的单行法已经取代了民法领域中《民法通则》的基本法地位。
而众多的民事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由于法出多门，同时，又无统一的和“秩序”的制度安排，致
使中国民法领域越来越显得无“体系”了。
这就很有必要对中国民法规范进行重构。
理论上的“解构”是重构的前提和基础，重构就是要制定一部新型的中国民法典。
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启动，但很遗憾的是它没有能够很好地运用“解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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