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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民商法：原理与方法》这部学术论文集，主要收集了中山大学法学院的部分民商法学者近
年来在国内权威或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民商法学术论文。
其中，第一编中的论文，主要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民商法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进
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了对我国当代民商法有积极影响的创新思路；第二编中的论文，主要采取比
较法的方法，诠释当代两大法系国家民商法的最新理念，揭示当代两大法系国家民商法理论和实践中
蕴涵的丰富内涵，提出了对我国当代民商法有积极影响的创新理论；第三编的论文主要将反不正当竞
争法同知识产权法结合在一起，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对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提
出了对我国当代民商法有积极影响的创新观点。
总之，无论从研究对象方面，还是从研究结论方面；无论是从研究思路方面，还是从研究方法方面，
这些发表于国内高级别学术刊物上的各类民商法论文，对于创新我国当代民商法的原理与方法，特别
是展现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岭南学派”的学术研究特色，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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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林彬，男，湖北恩施人，生于1959年5月。
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学术委员。
1988年至今，先后多次赴台湾、香港地区及欧美国家的大学法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1996年至今，先后兼任中国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广东民商法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兼职从事律师和公司独立董事等法律实务工作。
1986年起至今，主要专职从事民商法、经济法和法律经济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开设民法、商
法、经济法、民商法专题、法律经济学等学位课和选修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等权威出版社出版法学专著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权威和核
心刊物上发表法学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主持承担和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十项，先后获得省、
部、校级科研和教学成果奖八项，以及“国务院特殊津贴”、“省级优秀教师”、“中国杰出青年法
学家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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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物权新论论商法研究路径的拓展——以公司法研究为例法律经济学的本国化研究问题：以民商
法相关研究为例法律经济学中的“非法学化”研究问题：以民商法相关研究为例论绝对法律行为——
透视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中的盲点论侵权法的经济分析论我国国家所有权立法及其模式选择习惯物权初
论违约金的比较法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以违约金的补偿性为中心惩罚性赔偿：一个激励的观点我国
无形资产出资立法的反思与完善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行为法经济学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创新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中外合资企业共同经营之检视—一个新制度
经济学的观点第二编侵权法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兼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论不作为过错的侵权责任公司股
东的表决权公司契约理论研究公司瑕疵设立的效力研究论绝对物权行为理论之构建——萨维尼物权行
为理论的矫正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规则法国工资优先权制度研究——兼论我国工资保护制度
的完善法国保全性裁判抵押权制度研究——兼论我国不动产查封制度的完善中日公司立法及体系比较
研究第三编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对西方竞争法的初步评述商品化权：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商业秘
密保护的国际最低标准——对TRIPS第39条的解析论商业秘密的道德维度论商誉论传染病药品知识产
权国际保护法制的正当性——以TRIPS协定的发展为视角中美知识产权制度比较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
与专利法保护产业标准与知识产权结合引致的权利滥用问题论商业方法可专利性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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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物权的经济本质及特征　　在传统物权法理论中，一般将物权的特征归纳为支配性、排他性
、绝对性。
支配性是指物权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就其标的物上直接行使其权利，无须他人的意思或行为的介入。
排他性是指物权人有权排除他人行使物上权利的干涉，而且同一物上不容许有内容不相容的物权并存
。
绝对性即物权对世上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主体对物享有物权时，其他一切人都成为义务人。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物权的设立，是为了权利主体能够更好的利用、发挥物的效用。
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是实现物的效用的一种方式；而实现物的交换价值，是实现物的效用的另一种方
式。
以上关于物权的三点法学特征，主要立足于权利主体的意志能够不受干涉地支配客体，针对的是物的
使用价值的实现。
而实现物的交换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物权具有充分的可转让性。
因此，支配性、排他性、绝对性再加上可转让性这四点才共同构成物权的经济本质与特征。
　　（1）支配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物权的支配性或支配效力，能够降低权利行使成本。
因为，物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无须他人的意思介入，即能直接决定对物的使用、收益、处置等事项。
物权人对物的支配，在合法的范围内完全是其自己的事情，无须与其他人进行谈判、协商，无须请求
其他人的协助、配合，这自然降低了物权的行使成本。
这一优势在传统的以自然人为主体、以有体物为客体的物权关系中尚不明显，而在法人成为重要的权
利主体，客体日渐扩大的当今社会，重要性愈发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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