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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法律。
”二十年前我将古拉丁语中的这一格言译成中文，并在我随后发表的《商法探源》一文中引用。
在此后的这些年中，我常常在思考这一古老格言的历史蕴意。
先有贸易还是先有法律？
如果没有法律，人类社会还有贸易吗？
还有什么样的贸易？
商事法律的发达状态，可以推动经济，也可能摧残经济。
今天，当我们直面全球经济危机，直面人们因无度的商业行为而自食其果的时候，更体会到法律与商
事交易的密切关系，更体会到现代商法的价值。
　　寻觅我们社会进步的历史轨迹，商事交易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同样，商事交易的法律也改
变了商事交易的组织体及其行为，保障并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商法，作为现代商事交易的基本法，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其价值观念对现代经济发展产
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同商法法系下的商事规则形成机制，决定了不同社会对创新性商事交易行为的容忍度和社会心理所
能承受风险的程度。
不同社会的商法价值理念，尤其是对公平与效益及效率的取舍，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影
响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运。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商法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诚然，在我国，商法还是一个较为新兴的学科。
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最为贴近市场交易关系的商法得以发展起来。
商法学研究也开始繁荣。
然而，商事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随着商事交易行为的多样化，各类新型商法问题层出不穷，给商法理
论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中国是否需要完善的商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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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法本位作为部门法本位，在我国商法理论中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其不仅缺乏商法学界的关注，
而且缺乏法哲学层面上的一般理论支持。
因此，关于商法本位的研究应立足于对法律本位及部门法本位内涵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商法本位内涵
的挖掘，实现对商法理论体系的特殊视角的诠释，从而为我国商法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的补充和
支撑。
所谓商法的本位，是指商法对其所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中交易主体（主要是商主体）的经营利益的配
置、确认与保护，其核心在于对市场交易利益的调配与确定。
由此，商法是在调整市场交易关系中，对市场交易主体从事商事经营活动进行交易利益分配、确认和
保护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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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马法既包括公元前8世纪罗马国家产生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时期的法律，也包括查
士丁尼时期东罗马帝国的法律。
罗马法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过了王政时期、共和国前期、共和国后期、帝国前期、帝国后期和查士丁
尼法典编纂时期等不同的阶段。
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是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为以后罗马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马法的发展成就集中体现在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时期的法典编纂之中。
其法律汇编共四部：一是《优士丁尼法典》。
它是一部罗马历代皇帝的敕令大全。
二是《优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
它以盖尤斯同名著作为蓝本，参照其他法学家著作改编而成。
既是官方教科书，又具有法律效力。
三是《优士丁尼学说汇纂》（《法学汇编》）。
将历代罗马著名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和法律解答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摘录，收入的内容均具有法律效
力。
四是《优士丁尼新律》。
于优士丁尼死后编纂，收入其上述法典编纂后新颁布的敕令68条。
以上4部法律汇编，到12世纪被称为《国法大全》，又称《民法大全》或《罗马法大全》，成为研究罗
马法的主要资料。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曾经形成市民法和万民法的不同体系。
市民法是以《十二铜表法》为基础，包括民众大会和元老院所通过的规范性决议以及习惯法，仅适用
于罗马公民内部。
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法的局限性使得公民与外来人之间关于适用法律上的矛
盾日益突出，其属人性对新的社会关系无法适应。
为了调整罗马公民与外来人以及外来人与外来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于公元前242年设立了外事裁
判官。
外事裁判官处理案件不是依据市民法的规范，而是根据所谓公平、正义的原则，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
灵活裁断，于是逐步积累而创设了一套与市民法不同的万民法。
万民法与市民法尽管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并不是截然对立和分开，而是相互联系和互为补充的，
市民法的规范经常被外事裁判官所引用，万民法的原则也经常被移植到市民法中去。
后来到公元前3世纪，随着外来人逐渐获得公民权，两个体系的差别慢慢消失，到优士丁尼时最终将
两者统一起来。
有学者认为，万民法是商法的最早起源，其实这是不妥当的。
对此，待后阐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本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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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