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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于2007年11月10日——11日在广州市举行。
此次学术会议由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律师协会
协办，共收到学术论文160多篇，与会学者、专家300多人，是至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
《中国商法年刊》（2007）集中了这次年会的成果。
本次年会的学术主题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商法建设”，这是经过集思广益后选择的学术议题。
围绕这个中心，年会集中深入讨论了四个问题：商事通则的制定与商法体系的完善、商人团体的法律
问题、保险法的修改与完善、破产法的实施问题。
本年刊遵循一贯的编辑方针，只刊载了与这四个问题相关的论文。
本年刊的第一部分为“商事通则的制定与商法体系的完善”，主要是对商事通则立法的必要性、商事
通则的定位、商事通则的内容、商事惯例等问题进行的研究。
第二部分为“商人团体的法律问题”，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人们将其研究的范围界定在商
会和行业协会两个方面，集中研究了商人团体的性质与定位、商人团体的功能、商人团体与政府的关
系和商人团体立法等。
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破产法实施中的问题，已成为商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因此，本年刊第三部分刊载了“《破产法》实施问题”，主要研究了如何理解新破产法的立法宗旨、
上市公司破产的特别程序、清算人责任的认定、破产管理人的确定与职责、破产撤销权的行使等。
我国的保险法正面临修改，本年刊的第四部分集中刊载了“保险法实施问题及完善”的论文，主要研
究了保险法的修改与对商业保险的适应性、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合一与分立的利弊得失、最大诚信
原则和强制保险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新破产法）已于2007年6
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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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商法年刊2007：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商法建设》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商事通则’的制定与商法体系的完善”。
主要是对商事通则立法的必要性、商事通则的定位、商事通则的内容、商事惯例等问题进行研究。
“商事通则”问题是本次年会讨论的一个中心。
　　第二部分为“商人团体的法律问题”。
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
人们将研究的范围界定在商会和行业协会两个方面，集中研究了商人团体的性质与定位、商人团体的
功能、商人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和商人团体立法等问题。
　　第三部分为“《破产法》实施问题”。
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破产法实施中的问题。
成为商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此部分主要研究了如何理解新破产法的宗旨、上市公司破产的特别
程序、清算人责任的认定、破产管理人的确定与职责、破产撤销权的行使等。
　　第四部分为“保险法实施问题与完善”。
针对我国保险法面临修改的现状，这一部分对保险法的修改与对商业保险的适应性、保险合同法与保
险业法合一与分离的利弊得失、最大诚信原则和强制保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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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商事通则”的制定与商法体系的完善制定“商法通则”的五大理由“商法通则”关于商法基
本原则的界定及其立法安排商事惯例初论——以立法构建为视角外观主义的商法意义——从内在体系
的视角出发商法中的公法原理及其在“商法通则”中的表现科学发展观与价值商法模式研究我国商事
立法模式的选择：“商法通则”之构想商事交易安全的反思——兼论“商事通则”的任务析“商事通
则”之必要与可能试论我国“商事通则”的结构与内容制定我国“商事通则”的若干问题试论我国商
法的立法模式选择——以商法独立为分析基础中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与构建“商事通则”的立
法体系与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商事立法的困境解决——兼议“商事通则”的制定商事单行法：现实主义
的选择——兼论“商事通则”之制定论“商法通则”创制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商事通则”：纠缠
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误会——兼议私法的统一及其现代化商主体立法基本问题思考构建我国商事主体法
律制度的理念：保守与超越商自然人的法律地位研究“商人”本质的反思：一个身份的视角——兼论
我国制定“商事通则”的必要性商事行为独立性：质疑与回应寻求规制营业的“根”与“本”论商法
移植中的法律冲突与法系融合——以信托财产制度为中心商事合同确认书规则初探商事合同制度适用
初探——兼谈“商事通则”中商行为一般规则的建立反思商法基本范畴论“商法通则”的制定之商事
登记制度在民法与商事单行法之间——以经理权为例对制定“商事通则”的思考论商事关系之界定第
二篇 商人团体（商会、行业协会等）的法律问题自治：商会法律制度的灵魂我国商会的法律地位初探
行业协会法律保障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构的影响行业协会立法的若干问题论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商
会：历史前见当下情境制度走向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鼓励与规制初论商会与行业协会法——基
于民间法和国家法二元视角的分析西方国家商会组织的源起与制度范式之比较商会的法律主体性考察
中国商会法律制度之探析第三篇 《破产法》实施问题从破产中股东欠缴出资之债能否抵销谈起论新《
破产法》立法宗旨的创新再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论公司重整制度中担保债权人的权利限制与保护
论重整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破产管理人的义务和责任探究论新《破产法》对企业法人的认定论破
产撤销行为的认定论对破产企业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从美国次级债风波看金融机构破产中的政府法律责
任论《破产法》上的偏颇性清偿浅议我国消费者破产制度的建构论我国公司重整人选任制度的完善破
产管理人诚信义务研究及其对我国破产立法的启示一论建立临时破产管理人制度——兼评我国《破产
法》第13条论新《破产法》中债权人会议制度的突破和完善破产撤销权行使的实体条件释论——以《
破产法》第31、32条的规定为分析对象银行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平衡监督作用《破产法》的“剧场化
”解说——以债权人为核心看《破产法》的疑点与困惑论破产财产企业破产所涉税收问题的法律思考
论动产浮动抵押所担保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物权法》的创新与《破产法》的挑战破产重
整与清算、和解程序相互转换的法律思考——以新《破产法》为中心的考察破产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
的冲突及协调——对实施《破产法》的一点建议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的冲突与法律协调第四篇 保险法
实施问题及完善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创新论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对被保险人资
格的限定员工诚实保证保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以美国法为中心我国《保险法》修订草案的若干问
题——兼论《保险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技术关于交强险的若干法律问题保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探析
保险条款的解释对和谐社会的影响——兼论《保险法》第31条的修改完善试论无效的保险合同制度中
国保险理赔制度的路径选择与立法完善论再保险的法律规制与立法展望论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论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之改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探究——兼述我国《保险法》
第37条的修改与完善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法律制度的缺失及其完善我国《保险法》受益人制度研究
及其完善美国法上责任保险竞合的协调——以他保条款冲突为中心保险法应当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
可保利益保险利益之法律分析反思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论保险公估人民事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
建议不可抗辩条款：必要性、适用和立法建议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论
保险法的修改与完善——以“保险合同法”为视角保险竞合研究——兼论我国保险法的完善论保险法
上的半强行性规范——保险法精神与技术的一般原理论保险理赔中的近因因果关系的辨认保险人违反
说明义务法律效果研究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中的职业保险探析试论我国保险代位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共
同遇难的保险金给付研究最大诚信原则与《保险法》的完善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7年研讨会综
述商法学研究动态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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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法通则”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及其立法安排范健在我国商法学界，对商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并
不存在本质性差异，但由于学者采取的标准与分析问题的角度上有差异，对商法基本原则具体判定仍
存在较大不同。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有十种之多。
①依商法基本原则界定的标准与要求，笔者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商主体严格法定原
则；企业维持原则；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
这四项原则基本可以涵括商法的精神、理念与商法的基本内容及具体制度，并能够与现代各国或地区
商法精神相协调。
在这些原则中，笔者排除了一贯受到确认的维护交易公平原则。
之所以作此处理，是因为公平原则乃民法基本原则，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公平原则自应适用于商
法。
不过，商法中的公平原则主要表现为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不仅在范围上窄于民法中的公平原则，而且
还有必要基于商法之严格责任理念对交易公平作有利于非商人的解释。
因此，将维护交易公平原则界定为商法基本原则仍有其合理性。
但鉴于这种特殊性正是商法作为特别法的表现，在“商法通则”的立法中不必将其界定为独立的商法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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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商法年刊2007: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商法建设》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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