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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商法教学积累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及
在职人员的兴趣特点，编撰组合而成现在的结构。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内容新。
本书不仅阐述了我国最新的商事立法及法律法规，如公司法（2005年）、合伙企业法（2006年）、破
产法（2006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08）的司法解释等；而且还引
证了外国或地区的最新版本法律，如日本的公司法（2005年）、美国的标准公司法（2002年）以及我
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2005年）等。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阐述论证结合。
本书不仅介绍了最新的立法理念，而且还论证评价了近年来的立法新思潮、新制度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在每章的最后一节结合现实，就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乃至前沿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
探讨，使其读者在对商法有了常识性的了解之后，可以有选择地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商法内容相对集中。
本书没有对商法的诸方面都加以涉及，只是将商法在教学和实践中最为关注的内容，即商法总论、公
司法、破产法、票据法，进行了重点介绍和阐述，使读者更便于理解商法的精髓。
　　商法来自于商事活动，最终要服务于商事活动，本书既可满足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需要，又能适
应较高层次的学术研讨，还能服务于实际商事活动的法理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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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商法中最为关注的内容即商事法律关系、商事登记、商号、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进行了重
点阐述，并引证了中外最新的商事立法及法律法规，如我国破产法（2006年）、日本公司法（2005年
）等。
与此同时，在每章最后一节，对近年来的立法新思潮、新制度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实践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使读者在对商法常识性问题了解之余，能够掌握最新的中外商法动态，并可
有选择地激发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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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对商经合一论与商法特别法论的评析　　商经合一论已经随着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理清而不
攻自破。
商法特别法论实际上与民商合一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它只看到了民法与商法联系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二者的差异，更没有意识到商法在当代社会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诸如诚信危机、政企不分、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均与国内
缺少一部统一的商事规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事主体法定、交易效率、交易维持、交易安全等原则，以及一些具体的商事交易规则，均是由类似
于商法典的统一的商事通则予以规范的，这些原则和规则既是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时所必须遵守的，也
是调整商事关系的基本准则，而民法是不可能对这些原则和规则加以详细规定的，这样不仅无法构建
起我国的商法体系，更无法在全社会树立起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甚至带有根本
性作用的商法意识和商法精神。
　　4．对民商法典论与民商法律总纲论的评析　　这两种理论和立法模式从本质上说，其内涵是一
致的，都是想搞一部全面的包罗万象的总法典。
但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因为若要制定出一部带有所谓总法典或总纲性质的巨作，且不说其所要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时间
，国家是否具备这样的立法水平，即使勉强制定出来，能否得到很好的运作、贯彻、理解，其操作的
可行性，时代的适应性等问题都会接踵而来。
此外，众所周知，民法与商法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区别和差异，如果将具有这么多区别和差异的东西
硬要绑在一起，其体例如何编排，内容如何确定，这都．将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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