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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增加之诉”为题从微观层面对罗马商法进行具体制度的历史切面研究，包括增加之诉概述、
针对船舶经营人之诉、总管之诉、依令行为之诉、特有产之诉、转化物之诉、分配之诉以及增加之诉
蕴涵的现代法律制度的演进脉络八个部分。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对原始片段加以文本分析，结合历史性要素深入罗马法的立法实践，考察罗马法学
家如何面对和解决具体问题，使用的罗马法学研究方法和历史文献将进一步开拓我国的罗马法研究领
域，展示的法学家和裁判官的作用对当代中国法治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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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莹莹
1979年生，山东济南人。
2001年、2004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经济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2010年毕业于厦门
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获民商法学博士学位、“罗马法体系和法的统一和一体化”博
士学位。
曾担任澳门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教于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主要从事民商法、罗马法和金融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代表作：“论两大法系代理制度统一的基础——通过古罗马法学家的发现”载《社会科学》、“拉丁
法族合同外责任对我国侵权立法的启示”载《东岳论丛》、L'obbligazione
in solidum nelle actiones adiecticiae c『ualitatis e la diffusione
nei codici civili del sistema romanistico e nel sistema giuridico
cinese载 Riv&amp;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giuridich e e
Tradizione Romana。

 2008年获得中国留学基金委“国家优秀留学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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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增加之诉与代理制度的关系肯定增加之诉与现代代理制度的关系的观点在学说中占据
主流。
瓦克（Andreas Wacke）以直接代理的起源和增加之诉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增加之诉的性质，尤
其是针对船舶经营人之诉和总管之诉中的“授权”（praepositus），并和德国民法典和商法典中的代
理制度进行了横向比较。
他把增加之诉作为罗马代理制度的起源，并将其纳入现代直接代理的进化过程，提出现代直接代理制
度的演化之路分为四个步骤：首先裁判官通过针对船舶经营人之诉和总管之诉确认了不同于以往的间
接代理制度，赋予缔约相对人对船舶经营人直接的诉权，迈出了向现代直接代理制度演进的第一步；
其次借助于市民法认可的积极诉讼的让位，通过适用增加之诉从单方面确认了船舶经营人和企业主的
责任；再次把增加之诉延伸到商业领域之外，通过准总管之诉实现了更多领域适用代理的可能；最后
确认受托人个人责任的免除，完成了现代直接代理制度的建构。
①瓦克的研究方法更侧重于罗马法的体系性和与当前法的横向比较。
米柴里的研究是对增加之诉与代理制度关系的历史切面考察。
她从对增加之诉诉讼程式的主体转移说传统观点的批判开始，在质疑凯勒（F.L.Keller）提出的主体转
移说②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的考证否定了他权人承担债务，并作为适格诉讼主体的可能，从而否定了
增加之诉中他权人在原告请求（intentio）中作为诉讼主体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分析了增加之诉的性质
和各个诉讼的程式结构，提出增加之诉追究的责任是一种增加的责任而不是转移的责任，即增加之诉
追究的是主人、家父或者授权人的责任，而不是奴隶、家子或者被授权人（自由人或者他人的奴隶或
者家子）的责任，从而肯定了增加之诉使授权人通过他人行为获得债的功能，确认了它和代理制度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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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增加之诉":罗马法代理与有限责任现象之解读并法学家与裁判官力量之展示》：长安，带着浓重
的历史印记，成为中国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的象征。
历经十三胡，延续近千年的古都历史，使这片从秦岭北坡向渭河平原上铺展开来的土地，如一幅历史
长卷，浸透着周秦风骨与汉庸血脉。
以文景、贞现、开元为代表的一个个盛世的文明、安定和繁荣，令时人惊羡；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能
达至的人类思想文化交流、包容的自由境界，令今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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