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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看来，中国的政企不分、商品经济不发达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的。
在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就有“官盐”、“官铁”制度；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我国又有“红顶商人”
之说。
这些都是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的典型例证。
建立新中国以后，我国经济长时期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运行，不要说商法，就是商品、商品经济
等名词都被抛在一边。
改革开放以来，民事、经济等立法均取得显著成效，但商事立法进展迟缓。
至今，只有分散的单行法，而没有系统化的基本理论指导，也没有制定商法典的计划。
在现实社会中，商法的意识、观念远没有被人们所接受。
　　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来看，商法或商法典均是商人们从事商事活动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法国、德国、日本等都有商法典，即便是英国、美国这样的判例法国家，也非常注重制定商法典或商
事单行法这样的成交法。
现代市场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是离不开商法作用的。
经营者要进入市场，就需要公司法；公司要筹集资金，就需要证券法；公司要开展营业性经营，就需
要合同法；合同要履行，这就需要票据法；公司不能支付，就需要有作为破产依据的破产法；而经营
风险大，为了分散风险就需要有破产法。
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商事职能越分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相应地也会产生许多商法的新领域
。
如融资租赁法、基金管理法、信托法、期货法、担保法、代理法、产权交易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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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票据法论（第2版）》共分十四章，内容包括：票据法律关系；票据行为；票据权利和票据法
上权利；票据义务与票据抗辩；票据冲突等。
本次修订再版，重点考虑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物权法》等法律的修改对于票据制度的影响。
其中，《物权法》关于权利质押的范围与质押方式的规定，《电子签名法》对票据签章规则的影响都
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清晰的解释。
二是票据司法实践的发达。
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的理解与执行。
三是票据市场的发达正成为催动票据法修改的重要动力。
《票据法》的修改正式纳入议事日程。
四是票据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本次修订力图能够更好地反映立法、司法的发展与票据理论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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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为至上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也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
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9条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
诚实信用被视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
　　但信从何来，信又从何去，却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商品交易自应遵从诚实之道德，但行为人又以何判断对方的诚实。
以己之诚实而与不诚实之相对人为交易时。
诚实者的利益如何保护？
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这种判断或许尚可依赖于各个方面的交往而作出，在与相对不确定的当事人之
间的交易过程中，这种判断所能依赖的事实、信息更是稀缺，故法律必设置相应的制度工具来保护诚
实商人的利益，以保证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维护市场的道德秩
序。
在德国传统法中（即古代日耳曼法中）出现了一种基本的思想：“你应该在给予你信赖的地方寻找你
的信赖。
”也就是说，你在为一定行为时所依赖的判断依据、事实、信息，正如他人向你所表现的内容，你可
以信赖他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你所作出的判断和意思表示将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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