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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成杰等编著的《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是对日本最新的商法典条文的翻译，并在对日本重要商事法
律术语的汉语翻译方式准确考证以及对日本重要商事法律制度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总则编以及
商行为编逐条进行了详实的学术性注解。

《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是自2000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商法典》之后的最新译注版本，吸收了法
典十余年的历次修改，并结合其他商法单行法，通过学术性注解向读者呈现了一部立体、丰满、多面
的法典全貌。
相信这样一种外国法的研究形式，不仅能够使读者清晰、明白地看懂日本商法典的翻译条文，使读者
较为全面地了解法典条文及其重要制度的立法背景，更为重要的是还能让我国法学研究者清晰地把握
日本商法学界及实务界对法典条文及其重要制度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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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成杰现就职于北京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2003年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获得日语文学学位，2006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律硕士学位，2009年于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攻读比较法学博士学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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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凡例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通则(第1～3条)
 第二章 商人(第4～7条)
 第三章 商业登记(第8～10条)
 第四章 商号(第11～18条)
 第五章 商业账簿(第19条)
 第六章 商业雇员(第20～26条)
 第七章 代理商(第27～31条)
 第八章 杂则(第32条)
第二编 商行为
 第一章 总则(第501～523条)
 第二章 买卖(第524～528条)
 第三章 往来账(第529～534条)
 第四章 隐名合伙(第535～542条)
 第五章 居问营业(第543～550条)
 第六章 行纪营业(第551～558条)
 第七章 货运行纪营业(第559～568条)
 第八章 运输营业
 第一节 总则(第569条)
 第二节 货运(第570～589条)
 第三节 客运(第590～592条)
 第九章 保管
 第一节 总则(第593～596条)
 第二节 仓储营业(第597～628条)
 第十章 保险
 第一节 损害保险
 第一分节 总则(第629～664条)
 第二分节 火灾保险(第665～668条)
 第三分节 运输保险(第669～672条)
 第二节 生命保险(第673～683条)
第三编 海商
 第一章 船舶及船舶所有人(第684～704条)
 第二章 船长(第705～736条)
 第三章 运输(第737～787条)
 第一节 货运
 第一分节 总则(第737～766条)
 第二分节 海运提单(第767～776条)
 第二节 客运(第777～787条)
 第四章 海损(第788～799条)
 第五章 海难救助(第800～814条)
 第六章 保险(第815～841条)
 第七章 船舶债权人(第842～85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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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受到处理某事项之委任的雇员无论其是否有代理权以及其行为是否属于代理权的范围，其
只要证明该雇员是受到商人委托处理某类或者特定事项的雇员、同时证明该雇员的行为属于受委托事
项的范围，其主张即可成立；代理行为委任说则认为，就销售、购买及出租等事项，必须被授予了实
施法律行为的代理权才构成“被委任处理某类或者特定事项的雇员”。
日本较早的判例持代理行为委任说（东京地裁昭和53.9.21；判时375号99页），但东京高等法院在随后
的判例中认为，营业活动的本质是反复性、集合性的交易，因而，要求交易对方交易前必须就交易雇
员的代理权的有无及代理权范围如何进行调查，显然不符合商事交易灵活化的特征，因此认为事实行
为委任说的观点较为合理（东京高裁昭和60.8.7；判时570号70页）；日本最高法院在较近的判例（最
判平成2.2.21；商事法务1209号49页）中也持同样立场。
 根据本条规定，就受委任事项，雇员有权实施与该事项相关的一切裁判外行为，与经理的代理权相比
，虽然其权限范围缩小，但同样具有不可限制性，即商人对其针对某事项的总括性代理权的限制不能
对抗善意第三人。
日本法院判例实践认为，“被委任某类或者特定事项的雇员”所被授予的代理权被商人限制的情况中
，交易相对方的一般过失可视为善意，但重大过失视为恶意。
 被委任处理某类或者特定事项的雇员，商人可以对其进行选任及解聘，经理也具有该权限。
另外，针对该类雇员是否应承担竞业禁止义务，日本商法学上的见解不一。
有的学者认为应类推适用本法第23条的规定；[1]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其与商人间是雇员关系，竞业禁止
义务应是当然的附随义务；[2]也有学者认为该类雇员应承担与代理商同等的竞业禁止义务，即应类推
适用本法第28条的规定。
[3]日本商法学通说则认为，法律虽未明文规定该类雇员须承担与经理同样的竞业禁止义务，但是，基
于其也被授予了概括性代理权限，故其应承担与经理相同的竞业禁止义务。
 第二十六条[以出售物品等为目的之店铺的雇员] 以出售物品等（指出售、出租等与此类似的行为，本
条中下同）为目的之店铺的雇员，视为其有权对该店铺中的物品实施出售等行为。
但对方基于恶意时，不在此限。
 店铺，即一般公众可以自由出入并能够购得自己所需商品的设施。
对于以物品出售等为目的店铺中的雇员，一般公众当然认为其对设施内物品有销售等权限，因此，为
保障交易的安全，无论该雇员是否已经实际拥有销售等代理权，均视为其有相应权限（即代理权拟制
）。
但日本商法学说及判例认为，该拟制代理权的范围，仅及于店铺内现存物品（不包括无形物）的销售
等，因此该类雇员仅能在店铺内洽谈交易，在该店铺之外（如附近咖啡厅、茶室等）缔结的销售等合
同不适用本条规定。
此外，根据本条立法宗旨，即使事实上没有雇佣关系的店内雇员，也应类推适用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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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写到，日本商法典于1899年6月16日正式颁行，经过百年来多次的修订，已发
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足以称得上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商法典。
 《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是对日本最新的商法典条文的翻译，并在对日本重要商事法律术语的汉语翻
译方式准确考证以及日本重要商事法律制度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总则编以及商行为编逐条进行
了详实的学术性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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