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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合格的复合型、实践型、国际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法学早已成为非法学专业的经管类本科学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课程，高等院校大都设置了经济法、商法
或中国商事法等部门法学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各种版本的《经济法》、《商法》或《中国商事法》等
。
但这种课程设置与教材编排忽略了此类学员非法学专业背景、有些已经具备工作经历（例如MBA），
以及他们对法学知识偏重于综合与应用性的实际需要。
为改变这种状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员往往安排了不同于课程设置及所用教材的教学內容，
不是一开始就切入课程，而是在简单介绍基本法理后才进入课程，且不是直接进入商法或经济法，一
般先安排讲解有关权利救济或争议解决的法律制度，以便学员掌握分析与解决案例及法律实务的程序
法知识与相关法律技能，再讲解作为商法或经济法入门知识的有关民法制度。
为此，我们一直想编一本专为MBA及其他非法学专业的经管类本科学生及研究生使用的法律书。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总结了自己并参考了国內同行对MBA及　　其
他管理类学员法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工商管理法学》。
该书作为“中国科大MBA精华教程”丛书之一，具有体例设计新颖、结构安排独特的特点、內容新、
实用等鲜明特点，专为非法学专业的MBA、经管类本科学生及研究生学员使用，也可供有此类法学知
识需要的读者学习和参考。
　　采用《土商管理法学》而非某一部门法学的名称，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书名，其內容
的选择因此可以突破传统部门法学的严格限制，并可避免出现教学內容与所用教材名称不相一致的尴
尬局面。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便利，本书才有可能设计了涉及不同部门法学的体例安排，而有关法律制度的选择
可以满足管理类学员与相关读者对于民法、商法、经济法及相关程序法知识的需要。
　　在内容上，本书力争以最新的立法成果作为法律依据，并以一些反映了改革进程的法学研究成果
作为编写的参考素材，例如，国人目前尚不太熟悉但在融资领域极具应用价值的信托制度，是以2001
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信托法为依据而编写；保险法、专利法、商标法、银行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制度
，则反映了相关立法为与WTO规則相适应所作修订的新內容；书申的物权法律制度是在参考了2002年
底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的民法草案及其相关研究资料后编写的；公司法
部分反映了近年来法学界及实务部门就修订公司立法展开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及思考；破产法部分则以
重新起草的破产法草案中的合理內容作为依据进行编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破产法、票
据法等法律制度中还反映了有关的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内容。
　　本书设置了五篇二十章，每章配有学习目的、小结、讨论题。
第一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活动的法律环境”其实很难归类于哪个部门法学中，从广义上，或
许可置于法理学之列，将其置于　开篇，是考虑管理类人才有必要首先了解依法经营的市场主体所要
面对或围绕的国际与国內法律环境，本篇对此只是作了概括介绍，其內容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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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合格的复合型、实践型、国际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法学早已成为非法学专业的经管类本科学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课程，高等院校大都设置了经济法、商法
或中国商事法等部门法学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各种版本的《经济法》、《商法》或《中国商事法》等
。
但这种课程设置与教材编排忽略了此类学员非法学专业背景、有些已经具备工作经历（例如MBA），
以及他们对法学知识偏重于综合与应用性的实际需要。
为改变这种状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员往往安排了不同于课程设置及所用教材的教学内容，
不是一开始就切入课程，而是在简单介绍基本法理后才进入课程，且不是直接进入商法或经济法，一
般先安排讲解有关权利救济或争议解决的法律制度，以便学员掌握分析与解决案例及法律实务的程序
法知识与相关法律技能，再讲解作为商法或经济法入门知识的有关民法制度。
为此，我们一直想编一本专为MBA及其他非法学专业的经管类本科学生及研究生使用的法律书。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总结了自己并参考了国内同行对MBA及其他管
理类学员法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工商管理法学》。
该书作为“中国科大MBA精华教程”丛书之一，具有体例设计新颖、结构安排独特的特点、内容新、
实用等鲜明特点，专为非法学专业的MBA、经管类本科学生及研究生学员使用，也可供有此类法学知
识需要的读者学习和参考。
　　采用《工商管理法学》而非某一部门法学的名称，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书名，其内容
的选择因此可以突破传统部门法学的严格限制，并可避免出现教学内容与所用教材名称不相一致的尴
尬局面。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便利，本书才有可能设计了涉及不同部门法学的体例安排，而有关法律制度的选择
可以满足管理类学员与相关读者对于民法、商法、经济法及相关程序法知识的需要。
　　在内容上，本书力争以最新的立法成果作为法律依据，并以一些反映了改革进程的法学研究成果
作为编写的参考素材，例如，国人目前尚不太熟悉但在融资领域极具应用价值的信托制度，是以2001
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信托法为依据而编写；保险法、专利法、商标法、银行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制度
，则反映了相关立法为与WTO规则相适应所作修订的新内容；书中的物权法律制度是在参考了2002年
底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的民法草案及其相关研究资料后编写的；公司法
部分反映了近年来法学界及实务部门就修订公司立法展开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及思考；破产法部分则以
重新起草的破产法草案中的合理内容作为依据进行编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破产法、票
据法等法律制度中还反映了有关的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内容。
　　本书设置了五篇二十章，每章配有学习目的、小结、讨论题。
第一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环境”其实很难归类于哪个部门法学中，从广义上，或许
可置于法理学之列，将其置于开篇，是考虑管理类人才有必要首先了解依法经营的市场主体所要面对
或围绕的国际与国内法律环境，本篇对此只是作了概括介绍，其内容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置于实体法之前的第二篇“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是一个打破惯例的编排，这既是基于强调程序法在保
证实体法实现方面具有独立价值的考虑，摈弃程序法依附于实体法的传统观念，也是为便于读者尽早
掌握分析与解决案例问题和法律实务的程序法知识与技能，限于篇幅，主要安排了商事仲裁和民事诉
讼法的内容。
本书分别设篇的民法、商法只是大陆法系所采用的称谓，英美法国家的法律没有这种分类；我国在民
事立法上采用了民商合一的模式，但法学理论中对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一直存有争论，本书无意介
入争论，将民法与商法分开设篇，既反映了法学研究的现状，也是为了编排的需要。
第三篇“民事法律制度”安排了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民事时效与期限、物权制度、合同制度和担保
制度，它们虽未涵盖所有重要的民法制度，但这是一些对商事活动与经济活动具有共同指导意义的基
本民法制度。
在我国，并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已经颁布实施的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单行法也是被立法机关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来看待，而这些民事单行法却是大陆法系传统商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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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商法的这些制度单独设篇，除编排需要外，还因为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商法更能反映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的经济活动对专门法律调整的需要，世贸组织所制定的成员方必须一致遵循的规则，也无不涉
及国际商事活动的法律规则，第四篇“商事法律制度”因此安排了商事主体法、破产法、证券法、票
据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的内容。
在部门法学中，经济法学是历史最短而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
尽管在绝大多数国家内并不存在统一的以经济法为名称的立法，但几乎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否认经济法
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也是本书坚持设置第五篇“经济法律制度”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经
济法的年轻，还因为各国法学界对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存在诸多争议，经济法也就有着许多侧重点不同
以及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定义及范围不同的法律制度，现代经济法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我们
只能为本篇选择了读者们极为需要的工业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银行法、税法及社会保障法的内
容，其中的社会保障法也被作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制度而纳入社会法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以上五篇设置虽然是将不同的部门法学综合在一本书中，但也不同于此前的《法学概论》、《
法学基础知识》等满足所有非法学专业读者的法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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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坝备阶段　　预备阶段的工作一般包括：查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
纪律；核对当年人；宣布案由及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
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等。
　　2．法庭调查　　这是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阶段。
审判人员应依法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调查案情、核实有关证据，以认定案件事实。
法庭调查应依次进行如下诉讼活动：当事人陈述；告知证人的权利与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
证人证言；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宣读鉴定结论；宣读勘验笔录。
　　3．法庭辩论　　这是双方当專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就如仅认定案佚枣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
行辩驳愈论　　证。
法庭辩论应依法按下列顺序进行：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第三人及其
诉讼代理人发言或答辩；相互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后，由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4．作出判决或进行调解　　法庭辩论终结后，人民法院应依法对案件作出判决。
判决前能够调解的，可以依法进行调解。
调解成功的，应依法制作调解书。
调解不成或当事人在签收调解书前反悔的，合议庭在进行评议后应当及时制作判决书。
开庭审理无论是否公开，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当庭宣判的，应在宣判后1O曰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送判决书。
无论是当庭宣判还是定期宣判，必须什知当事人有关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
　　（五）延期审理　　是指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阶段开始和进行过程中，由于出现某种法定的特殊
情形而推延开庭审理时间的制度。
只要出现下列任一情形，人民法院都可以依法对案件延期开庭审理：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
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
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因其他正当事由需要延期审理的。
　　（六）审理期限　　简称审限，是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立案之后，审结案件
的法定期限。
民事诉讼法对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二审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
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其审限一般是6个月；在特殊情况下，经案件审理法院院长批
准，可以延长6个月。
审限不包括公告期间、鉴定期间、解决管辖异议（或争议）的期间，但包括案件延期审理的期间。
　　（七）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　　1．民事判决　　是指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依法审理后，根
据已经查明和确认的事实，依法作出的有关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争议的决定。
民事判决应当在法庭审理结束以后，由审判组织以人民法院的名义、以民事判决书的形式作出。
民事判决只适用于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不解决程序问题。
民事判决一经宣告并依法生效，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具有拘束力。
　　2．民事裁定　　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过程中，依法就民事诉讼程序方面发生
的问题，以及某些必须在判决前先行及时解决的问题所作的判定。
除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外，其他民事裁定一律不允许上诉。
民事裁定主要适用于下列事项：不予受理；对管辖权的异议；驳回起诉；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准许
或者不准许撤诉；中止或者终结诉讼；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其他诸如延期审理、宣告破产等需要裁定解决的
事项。
　　3．民事决定　　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为保证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诉讼程
序中发生的某些特殊事项依法所作出的判定。
民事决定既不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也不解决程序问题，只解决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某些特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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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关实施罚款和拘留措施的民事决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以外，其他民事决定既可以书面形式作出
，也可以口头形式作出。
民事决定一经作出或送达即生效，当事人不叮以上诉。
适用民事决定的主要有下列事项：处理回避问题；处理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问题；处理当事人申请顺
延诉讼期间的问题；处理当事人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交问题；处理人民法院提起的案件再审问题。
　　二、第一审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　　第一审简易程序是相对于第一审普通程序而
言，它是对民事诉讼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所适
用的程序。
简易程序是一种独立的、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
人民法院依简易程序对案件审理后所作出的判决与普通程序中的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
如结婚时间短、财产争议不大的离婚案件；借贷关系明确、证据充分且金额不大的债务案件；事实清
楚、责任明确、赔偿金额不大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等。
　　（三）适用简易程序的具体规定　　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
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
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订日期审理。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时，可以采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和证人；案　　
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庭审程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进行，不受普通程序审理阶段的限制。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
　　三、第二审程序　　（一）第二审程序的概念　　又称上诉审程序或终审程序，是指民事诉讼当
事人因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未生效的第一审判决或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请求上一级人民
法院进行审判，上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的程序。
　　（二）第二审程序的发动　　引起第二审审理程序的基本依据是当事人的依法上诉行为。
所谓上诉，是指当事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未生效判决或裁定不服，依法请求上一级人
民法院审理，以求二审法院撤销或变更原判决或裁定的行为。
　　上诉人可以是一审程序中的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判
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及这些人的继承人或诉讼权利承担人；被上诉人相应
地则是一审程序中的对方当事人及第三人。
　　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期限是一审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对一审裁定提出上诉　　的
期限是一审裁定书送达之日起lO内。
上诉应当提交上诉状，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　　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5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
法院。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在5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在收到上诉状之
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
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后5日内，连同上诉状及案件的全部案卷、证据，报送第二审人
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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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精华教程：工商管理法学》以我国工商管理实践为背景，以国际上本学
科的发展为参照系，对工商管理法学的结构、内涵、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阐述，并就在未
来5—10年里如何发展本学科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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