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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为民商法论丛第四卷（1995年第2号）。
    本卷新设“法学思潮”一栏，刊登了两篇论文。
其一是编者读了《权利相对论》一文后的思考，另一篇是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硕士六刘楠先生的《论
公私二元结构与中国市场经济》。
两篇文章均涉及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中国民主法律发展的基本
方向问题。
    “专题研究”栏刊登三篇论文，一是四川省高级法院耀振华先生的《房地产开发中的法律问题》，
对于我们解决近年房地产热所遗留的各种案件将有所助益；于是民法博刘茂林先生的《软件产权与软
件侵权的经济分析》，是作者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有关软件的法律问题的成果。
    “法学名著”栏继续连载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内田贵先生的大著《契约的再生》。
    “域外法”栏刊登两篇论文，一篇是《日本的民法解释学》，作者是正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攻读博
士课的段匡先生。
日本在50-70年代进行的民法解释学论争，促进了日本民事立法和司法实务的进步和法学思想的变迁，
在世界法学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另一篇是陈华彬博士的《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此文仅是作者研究相邻关系制度的长篇论文的一
部分。
    “硕士学位论文”栏编入两篇论文，其一是人民大学民法硕士刘海奕先生的《加害给付研究》，其
二是吉林大学民法硕士朱卫国先生的《过失相抵论》。
前者研究的主题，在德国称为积极侵害债驻，在日本及我国台湾称为不完全给付，是本世纪以来由学
说和判例创立的一项重要民法制度。
    “资料”栏编入了学者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的合同法建议草案，及美国的横向合并准则。
后者是反垄断法领域的最新立法资料，请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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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私产、公产　　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如果从资产本身的技术和自然属性来判断，所有的资产
都可以被划入三大类：私人性资产（私产）、公共性资产（公产）和介于公私之间的资产（俱乐部资
产）。
这种划分是有意义的。
它能够得出结论说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
但是，在经济学上，什么是私人资产或公共资产尚未有定义，只是发展出了作为物品的分类理论。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分类标准是物品的使用或消费的排他性。
一个人使用或消费私人物品意味着其他人不能同时使用或消费该物品。
比如，当一个人吃一个苹果时，别人就无法吃它；一条裤子在某个时间只能由一个人穿着。
所有关于商品交换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他人出售的物品正是我所想要使用或消费欲得到
的物品，交易才由此开始。
而公共物品在消费上或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
也就是说，一个人消费某公共物品并不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如大街上的公共人行道），同时
一个人的消费并不导致该公共物品在数量上或效用上的减少。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性物品的自然属性或技术属性意味着要排斥某些人使用或消费公共性物品
一般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其成本非常高，比如要人行道上的过往行人交路灯费是基本上不现实的，许
多人可以这样说“我不需要使用路灯”，但实际上他却需要路灯。
所以，对于公共物品，人们的偏好是不同的，收费情况也不相同。
　　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或资产由于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其产权不易私有，或者说把它们私有的话，
这类私有产权的履行和保护费用将会极高。
所以，从帕累托定理来看，这一类资源和资产的公共产权安排是相对有效率的。
另一个反对把应当为公共性物品私有化的主张是私有化可能要造成这类物品生产上的重复投资，即巨
大的浪费，从而无效率。
　　私有物品的资源配置是容易的，它依靠的是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和市场交易规
则。
产权所有人会考虑其交易的成本和产出。
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讨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区别了，也不涉足对软件权利界定和保护意义不大的俱
乐部产权问题。
重要的是要研究和决断软件的产权界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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