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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民国时期商事立法活动的专著。
书中将民国时期的商事立法活动置入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以纵向分析为主线，又兼顾其他
因素对商事立法的影响，以期完整地认识民国商事立法的动态发展轨迹。
本书既有对民国时期商事立法动因、历史成就的宏观分析，也有对每一阶段、每一领域商事立法成果
的具体探究，尤其对主要的商事部门法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的评价。
本书还对这一时期商人团体在商事立法中的作用、商事调查对商事立法的影响、商法学的发展与商事
立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书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商事立法具有移植性、继承性、进步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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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立刚，籍贯山东，1964年9月生于哈尔滨市，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0年-2001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访问学者，2004年-2005年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长期从事民商法、经济法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比较视野中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
合同法教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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