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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色：
 一、配套司法考试大纲。
以大纲为中心，突出新增考点和新增法律、法规。

二、配套《司法考试历年试题及考点归类精解》(法律出版社2012版)。
严格按照历年真题命题点编写，全面涵盖司法考试最主要内容。

 三、揭示已考考点及已考法条。
让考点更加明确，让考点变得更加可预测。

 四、明确已考分值分布。
让部门法轻重缓急一目了然。

 五、串讲强化基本知识点。
讲解考点、分析考点、归纳考点、对比考点、总结考点。

 六、澄清和突破疑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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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商法源于罗马法中规范商品交易的规则以及商事主体的交易习惯，具有私法的禀性，尊重市
场调节机制，崇尚私法自治、契约自由、诚实信用。
随着商事活动的发展和单一市场调节机制弊端的逐步显现，商法逐渐吸纳了一些公法的元素，实现其
从传统向现代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如果民法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的话，商法则可以归纳为自由、秩序和效率。
自由体现为保障交易的顺利，包括交易的简便性与迅捷性。
只有这样，商事主体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反复的交易。
商法中的契约定型化、短期时效、权利证券化、程序简易化等都是这方面的体现。
秩序的功用在于保障交易的安全，现代商事活动中，易手段复杂、交易标的巨大、交易频率加快、交
易风险增加、交易安全对秩序的需求也日渐强烈。
效益精神的根本贯彻，使商法能够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
商事主体通过商事活动，实现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从而提高了市场资源的利用效率。
商法的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商事主体法，用来规范参加交易活动的主体；二是商事活动法，用
来规范交易活动的游戏规则。
商法是以商事主体为核心，以商事活动为主线的一个发展变化的法规群。
我国商事主体法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破产法》。
作为组织法，商事主体法是一部动静结合的法律。
从静的方面讲，商事主体作为一种拟制“人”，与自然人一样，也要具备表达自己意思的各个“器官
”，要具备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但与自然人不同的是，其表达自己意思的“器官”只能是组
织机构，而承担责任只能以财产为基础。
其中，财产基础是商事主体对外交易的基础，是重中之重。
财产责任分为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种形式，这主要是针对商事主体的投资人而言的一一如果该商事
主体有独立的财产，则其投资人不能抽回其投资，但该商事主体要以其全部资产对商事主体的活动承
担责任；否则，投资人可以抽回投资，但要以其全部资产对商事主体的活动承担责任。
从动的角度看：该拟制“人”同样遵循由生到死的自然规律，但其“出生”的目的仅仅是追逐利益，
如果该目的不能实现，则只有走向灭亡。
因此在进行拟制时，要关注的是其“出生”，即设立的过程是否有利于逐利，其“死亡”，即终止解
散前是否了结了生前的债务。
这种拟制的结果就是一部法律的出台和一类商事主体的诞生。
我们掌握商事主体法，要将财产基础、组织机构和设立、经营和终止等结合起来，从静态和动态进行
多角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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