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

13位ISBN编号：9787511811448

10位ISBN编号：7511811442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陈婉玲　著

页数：3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

前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外国法或西方法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这方面的系列丛书可谓琳琅满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法学部分，1981年）及“法学译丛”（200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1991
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1990年）及“美国法律文库”（2001年）、北
京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法学丛书”（1998年）、中国法制出版社的“西方法哲学文库”（2001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法学丛书”（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法学名著译丛”（2001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法与比较法文库”（2008年），等等。
然而，在上述众多的系列丛书中，真正冠以“比较法”字样的丛书还不是很多。
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我国也先后出版了诸如：茨威格特和克茨的《比较法总论》（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梅利曼的《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大木雅夫的《比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
比较法方面的经典。
但是，出版这些著作大多都是当时一种零星的、偶尔的出版行为，并非系统策划的比较法系列丛书。
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中国已步入法治建设的攻坚阶段。
今后，对于外国法的吸收、借鉴和移植将是我国一项大量的、经常性的任务。
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发达的比较法研究。
而当下我国比较法著作缺乏出版途径的现状已严重制约了比较法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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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合作社运动为基本线索，全面检讨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过程和实施效果。
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合作社的背景知识；第二部分：立法的背景分析，合作社思想的传入、民间
高涨的合作社实践和政府合作社政策的推行是民国《合作社法》颁布的催生剂；第三部分：立法活动
及结果，合作社运动诉求以及各省市地方立法的实践为民国政府合作政策迅速上升为法律提供了条件
；第四部分：立法实施及其效用。
附录部分收录了民国政府颁布的四个重要合作社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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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婉玲 1965年8月生，福建省惠安县人。
法学博士。
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任华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生导师组组长、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长期从事经济法基础理论及其制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经济法责任论》、《经济法概论》等，公开
发表论文30余篇。
2006年9月被福建省总工会、福建省教育厅、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授予“师德标兵”的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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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法》的施行例外及延续  第一节 日本殖民统治下特殊区域的合作社法制    一、日本殖民统治我国台
湾地区的合作社法制    二、伪满洲国的合作社法制  第二节 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合作社实践与立法    一
、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合作社法制    二、统一战线下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法制    三、民国时期国共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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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业立法的发展趋势结语：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兼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
施行    一、小农社会与主体地位缺失    二、当前农村合作社制度推行的障碍依然是主体认知的残缺    
三、弱者的武器：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附录    一、民国《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193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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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实业部公布    二、《中华民国合作社法》——1934年3月1日民国政府公布——1935年9月1日施
行    三、民国《合作社法施行细则》——1935年8月19日民国政府实业部公布——1935年9月1日施行—
—1936年6月30日修正    四、民国《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1940年8月9日民国政府行政院公布参
考文献我的2006年～2010年(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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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参与合作教育事业合作学社集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合作专家和人才，在合作教育、合作人才培
养以及合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合作学社在南京创办了合作社职员训练班，由各机关保送及登报招收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
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29人，训练期限共4个月。
学员毕业后除原来机关报送者仍回本机关外，其他学员均经学社派往各地担任合作指导或办理合作社
工作；1933年3月，合作学社举办合作研究班，招收专门或高中以上程度及有实践经验的合作工作人
员37人，分农业合作、消费合作及信用合作三组进行合作高级人才培养。
学员自行选择参加一组的研究训练，训练时期为6个月，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为通信研究期，由各组发给相关书籍供学员自己阅读，读书笔记寄回教员批阅；第二期为指导
期，分别跟随特聘的指导员研究各种合作理论与实务知识；第三期为实习期，学员由学社或指导员派
往各地合作团体或合作社进行实地练习。
研究班结束经考核合格毕业者计11人。
除独自进行合作教育与训练外，合作学社还接受委托，协助国民党各机关及政府各部门进行合作训练
。
1930年应上海市党部训练部合作事业指导讲习所邀请，合作学社派员主持该所的教务活动；1932年会
同江苏省实业厅在吴县举办合作讲习所；1935年协助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中央合作人员训练所，派出
以学社调查部主任、合作理论著名学者陈仲明为首的15名社员担任训练所特约导师；1936年夏，安徽
省政府办理农仓人员训练所，对合作课程异常重视，特聘合作学社宣传部主任、合作理论著名学者王
世颖担任所长，讲师大部分为合作学社社员。
同年，福建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办理工作人员讲习会，邀请合作学社王世颖、陈仲明、寿勉成等赴会授
课，并主持讨论会。
1936年中央政治学校委托合作学社代办全国合作人员训练所。
3.积极指导合作实践合作学社指导合作实践最重要的工作当推江苏吴县合作事业实验区的指导。
1931年3月，江苏省实业厅曾把宝应、吴县两地的合作实验区委托合作学社办理，但由于合作学社因人
力和经费关系，只是负责合作事务的设计和指导工作。
1933年陈果夫先生出主苏政，将实验区定名为“吴县光福合作实验区”，规定实验区方案由建设厅咨
询中国合作学社进行计划。
1935年7月1日，“吴县光福合作实验区”合作事务划归合作学社。
合作学社就合作社的组织、合作社的章则修改、合作理论的探讨以及合作社进货售货等问题对实验区
进行了直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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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悲欣交集2008年10月，当我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并顺利通过答辩之际，百感中于老家泉州的陋室——
远丰阁写下了“我的‘悲欣交集”’，抒发了抑郁多时的读博情怀：家乡清源山麓的碑林中，刻有一
代高僧弘一法师的临终遗墨“悲欣交集”，苍劲洒脱的四个鲜红大字，从孩童时代就烙刻在我的脑海
里。
此时，披挂着荣耀的博士服，我又一次郑重地站立在它面前，回首着来不及体味的步履匆匆，探视着
即将开始的一路缥缈，悲伤和欣喜一起涌动，憧憬和惶恐一起袭来，竞一时无法自持。
“悲欣交集”不仅浓缩了我此时的心绪，也伴随着我3年的博士生旅程，大喜大悲的跌宕交错冲刷着
我脆弱的心灵，使我本已不再年轻的心日渐苍老。
2006年，是我的喜庆年，也是我的丰收年。
我和女儿一起，顺利地成为了一年级的新生，女儿享用了无忧无虑的少年快乐，开始了无法放纵个性
的“独木桥”征程；我却以不惑之年，进入了求学的最高殿堂，这是一次怎样的人生飞跃，这又是一
次怎样无以言表的快乐狂喜！
以为从此走出了自己编织的生活套子，以为从此可以展翅追寻真实的自己，窃窃地设计着未来，满怀
信心，踌躇满志地迎接这新生活的开始。
能够想象一个十足理性、却长期压抑的人的纵情歌唱吗？
我就是在这样的欣喜中拥抱这灿烂的时日，领受人们的祝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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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的孕育与影响》编辑推荐：比较法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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