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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商法基础理论大体划分为“价值论”、“潮流论”、“本体论”三大板块，通过以点带面的方
式，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商法价值论”中，本书深入分析了商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动因与价值，对商法的理念作了内涵发掘
与价值重建，并对商法的基本原则及中国商法的时代价值作了解析，弥补了传统商法理论研究中对此
重视不足的缺陷。
在“商法源流论”中，本书通过商法取得独立地位的历史线索及典型立法例的阐述，对商法的历史变
迁作了概貌式描述。
在“商法本体论”中，本书以超越于传统商法理论体系的视角，对商法的内涵与外延、商事人格权制
度、商事登记制度及商行为制度作了深入的制度解读与理论重构，使全新的商法理论体系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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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健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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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6年）、《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推荐“研究生教学
用书”，2005年）、《商法》（第二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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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法任重道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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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法基础理论研究解析：动因与价值　　商法与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现状　　尽管古代中
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商法，但早在清末变律全面引进西方法律之时，商法就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被引进到中国，并制定出未及实施的《大清商律草案》。
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中，立法者采纳了民商合一的主张，使得形式意义
上的商法不复存在于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受苏联法的观念与立法模式的影响，商法更是被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受到
排斥。
不仅无意于制定商法，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将商法纳入到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之中。
因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商法这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在中国却少有人知。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商法
观念被人们重新引入。
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中即明确指出，要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
以此为指导，立法机关在此后短短的几年中，颁布了一系列商事单行法，使商事法律体系得以建立起
来。
由此，商法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人知，并为立法、司法以及法学界普遍接受的概念。
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可视为我国形式意义上商事立法的有益探
索。
①从1999年开始，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商法》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成为法学专业
学生的必修课，则体现了我国教育主管部门与理论界对商法的共同关注。
1999年12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还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讨论我国商事登记法的论证会，在2000年5
月9日拿出&ldquo;商事登记条例&rdquo;（第一稿）草案后，又在较大范围内组织了论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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