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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以来，在我国商事立法实践中，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喜的大事：先是2005年《公司法》、《证
券法》同时经历了重大修改，后是2006年《企业破产法》被重新制定，此外《合伙企业法》也于2006
年获得重大修改。
与这些法律的修改与制定相适应，国务院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证监会也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法
规与规章，最高人民法院也拟订了相关司法解释草案。
在此期间，境外商事立法领域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并作为世界商事立法动态对我国商事立法与理
论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国内外商事立法正经历重大变革的背景下，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而极大地
丰富了我国商法理论体系。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尽管缺乏形式商法立法上的变革，我国商法学界仍在商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
了一定突破，从而使我国商法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上述商事立法与理论研究方面的突破，无疑要求以适当形式反映到相关商法学教科书中。
于是，就有了市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教科书与读物。
但鉴于编与著的方式会对教科书的质量、风格产生不同影响，而体系完整、前后统一且能深入浅出的
专著式教科书确实具有特殊优势，故蒙法律出版社惠予邀请，我与建文便欣然接受了编著商法系列教
材的任务。
多年来，我们一直共同致力于商法理论研究，除了形成了极高的学术默契外，更形成了极为深厚的师
生情谊。
这无疑为我们商法研究计划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包括2006年2月、2007年3月先后出版的《公司法》、《证券法》，本书是我们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第
三部专著式商法系列教材。
虽经努力，但毕竟学有未逮，还祈学界惠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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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国内内容最新、理论体系最完整的商法学教科书。
近年来我国商法学在立法及理论研究方面都有突破性发展，本书吸收了这些最新成果，并以我国2005
午《公司法》、2005年《证券法》、2006年《企业破产法》、2009年《保险法》等最新商事部门法及
其配套法规、司法解释为主要依据，结合境外立法例与商事法律实践，对商法的基本制度与理论作了
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诠释。
        本书共三十三章，以简洁的行文、周延的分析方法．阐述了商法总论、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
制度、破产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与保险法律制度，涵括了商法教学实践中被普遍认同的商法理论
体系。
在基础知识点之外，基于商法的实践性特征，本书在相关内容中设置了“实务问题”栏目，为商事法
律实践中典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方法，从而兼顾了实践需求。
    本二书的目标读者群以法学及经管专业本科生为主，同时可作为法学及经管专业研究生、教学研究
人员以及商事实务部门工作者全面研究与学习商怯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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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文河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河海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4年人选）。
先后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本科）、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博士）。
曾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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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商法总论第一章商法概述本章导读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但实质意义上的商法
则早已大量存在。
商法的本质特征为商主体与商行为具有营利性特征。
商法基本原则包括：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企业维持原则；交易简便、迅捷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
。
商法的体系，是指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内部具有逻辑联系的各项商事法律制度所组成的
系统结构。
在本书中，商法体系主要由下列商事法律制度构成：商主体制度；商行为制度；公司制度；证券制度
；破产制度；票据制度；保险制度。
在我国，商法的渊源主要为制定法、立法和司法解释、商事自治规则等。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如何确立商法的地位，如何把握商法与民法、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是
现代商法理论中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集中表明了商法的价值，决定着商法的前途和
命运。
近现代意义上的商法在我国始于清朝末期。
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商法作为大陆商法的代表对中国商法的影响最大。
中国商法在今后发展仍然需要继受大陆法和英美法国家商法的经验。
现阶段在继受西方国家商法经验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中国有无必要和可能制定一部统一的形式商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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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学(第2版)》为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之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