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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尽管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已经得到了理论及实务界的普遍认同，但商法基础理论研究的
必要性依然存在。
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是商法基础理论中重要的领域之一，我国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商主体登记立法，对
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这也是在李惠阳提出将此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时我表示支持的主要原因。
　　李惠阳是我2001级的博士生。
他学习认真、勤奋，2003年他还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赴日本东京大学深造的机会。
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日语优势，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日语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对商主体
登记法律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写成博士论文。
此书是在他对博士论文再次进行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完成的。
　　作为具有较强程序性的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李惠阳的研究与一般从程序角度进行的研究不同，
主要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展开的，颇有新意。
作者在对商主体登记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商主体的复杂性与抽象性所带来的交易安
全问题是商事法所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商主体的营利性使商主体自身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另一方面
，这种演变又使商事交易安全受到了威胁，致使商主体的营利目的无法保证。
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恰恰就是把商主体从复杂变成简单，由抽象还原为具体的最好方式。
而这一登记法律制度的核心正如作者在本书结论中所指出的，公示是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的核心。
一方面，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的主要目标——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和提高商事交易效率需要通过公示机
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商主体登记的程序和私法效果为公示机制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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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研究》作为具有较强程序性的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李惠阳的研究与一般
从程序角度进行的研究不同，主要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展开的，颇有新意。
作者在对商主体登记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商主体的复杂性与抽象性所带来的交易安
全问题是商事法所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商主体的营利性使商主体自身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另一方面
，这种演变又使商事交易安全受到了威胁，致使商主体的营利目的无法保证。
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恰恰就是把商主体从复杂变成简单，由抽象还原为具体的最好方式。
而这一登记法律制度的核心正如作者在《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研究》结论中所指出的，公示是商主体
登记法律制度的核心。
一方面，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的主要目标——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和提高商事交易效率需要通过公示机
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商主体登记的程序和私法效果为公示机制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主体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作者简介

　　李惠阳，男，1973年10月12日生，浙江东阳人，200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
士，现为北京物资学院法政系副主任。
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在《法学杂志》、《法学论丛》等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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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关于商与资本的关系的考察　　（1）早期商品生产中的资本因素。
在现代社会，商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商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者自给自足。
生产者生产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它们同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包括
消费的需要和再生产的需要。
随着生产有了剩余，交换开始频繁，而且为了实现更加便利的交换，货币开始出现并被推广使用。
交换的频繁、重复发生也必然要求在固定的场所及固定的时间完成交换，这就形成了市场。
随着交换的进一步深入，有可能出现一些生产者，他们直接出于交换目的进行生产，交换是为了取得
货币，因为有了货币随时可以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产品。
于是用于交换的产品——商品就出现了。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初正是来自商品货币关系，尽管商品货币关系不一定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但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交换，没有市场，就不会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①可见，即使在早期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也已经包含了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早期的商品生产中已经包含了资本的内涵在内。
　　（2）资本的扩张与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形成。
股份有限公司是现代社会最为典型的、最为重要的商主体。
分析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形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商的本质的认识。
经济学认为，个别资本具有规模不断扩张的趋势。
资本规模的扩大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把个别资本自身获得的部分利润转化为资本；其二是个别资
本相互间进行吸收或合并从而形成大规模资本。
前者称为积累，后者称为集中。
从资本的存在形式看，资本也并不总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市场中以相互对立的、竞争的方式存在，
这就是个别资本的生存竞争过程。
个别资本的积累总是以信用为媒介而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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