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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以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与合同制度、知识产权制
度以及各项商事特别制度等勾勒出市场交易的基本脉络。
这也正是民商法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原因所在。
民商法是私法，它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意思自治原则的指导地位；民商法
是权利法，它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又通过权利制度确认当事人的行为规则。
    我国民商事立法虽然起步较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有了起着民商事基本
法作用的《民法通则》，而且还制定了大量的单行法、特别法，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
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
》、《票据法》、《海商法》、《企业破产法》，尤其是经过13年的努力，《物权法》今年已获通过
并即将实施。
另外，《侵权责任法》、《人格权法》也已纳入立法规划。
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商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而民法典在未来的出台更将
为这一框架奠定坚实的核心。
    如同国外的成熟经验一样，立法的每一步进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支撑。
二十多年来，我国民商法学研究在不断探索中，逐渐走出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低迷，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为我国民商法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如今，大量民商法学者参与国家立法、司法实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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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伽利略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威尼斯国王承认他的发明创造，即灌溉机中所体现的技术方
案是属于他的财产。
那么威尼斯国王怎样才能使伽利略的设计方案，一种本来可以被人自由使用和传播的信息，成为伽利
略在法律上的财产呢？
其方法就是强制地使这种设计方案具备法律上的财产应当具备的第二个属性和第三个属性——排他性
和可转让性。
排他性在此是指：除了伽利略和经他许可的人之外，任何人不得使用这种设计方案制造、销售扬水灌
溉机，也不得使用未经许可而制造的扬水灌溉机，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转让性在此是指：伽利略可以把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以一定价格转让给他人。
可见，通过赋予发明人对其发明创造成果以排他性使用权和转让权的方式，法律就强制性地使技术方
案成为发明人在法律上的财产，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财产权形式。
而法律之所以要将“自由”的信息转变为属于创造者的财产，是出于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的需要。
在近代欧洲，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极端重要性已经日益显现，同时各国之间人才流动
又越来越频繁。
如果一国不通过法律强制性地将发明创造成果规定为创造者在法律上的财产，仍然听任其“自由”地
被他人仿制使用，发明人就无法从发明创造成果中获得报酬，等于是将其聪明才智无偿地贡献了出去
。
这样一来，一方面不会有很多人愿意进行可能具有巨大社会利益和经济价值的发明创造，另一方面可
能导致大量人才离开本国。
因此，法律需要通过赋予发明人对其发明创造的财产权来换取他们投身于发明创造活动的积极性，在
使自己享有财产权的同时造福国家。
作品从自由传播的信息演变为由作者享有的财产同样是法律创设著作权这一新型财产权的结果。
作者创作作品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和创造性劳动，而造纸术和印刷术却使得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极
为容易。
如果不强制性地将作品界定为作者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使作者能够从作品中获得合理的报酬，就难以
繁荣文艺创作。
由此著作权法应运而生，创设了一系列由作者享有的专有权利，以控制复制、发行、公开表演等对作
品的特定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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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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