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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即将付梓，值此开卷之际，谨向各位读者介绍本卷成就经纬。
    中日民商法第一届大会于2002年6月在广州举行之后，《中曰民商法研究》第一卷顺利出版(2003年2
月)，与此同时即开始了第二届大会的筹备工作。
然而，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一切设计周密的计划。
原定于每年6月第二个周六、目两天的会期一改再改，其间同承办校和参会学者之间的联系也颇费周
折，由此给承办校和参会学者们平添了太多的麻烦。
但令人欣慰的是，承蒙山东大学法学院的鼎力承办，在经过了诸多曲折后，2003年10月25日和26日，
我们终于在山东济南这个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地方成功地举办了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的第二届大会。
这次大会尽管会期多次变动，还是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苦心调整日程莅临大会，使大会
开成了一个形式、内容、成果俱佳的法学盛会。
    此次大会的参会者约60余名。
其中，日本学者有：著名民法学专家，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星野英一；著名民法学专
家，名古屋大学教授加藤雅信；著名民诉学、法经济学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太田胜造；著名民法学专
家，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汤浅道男；著名中国法专家，明治大学教授木间正道和北海道大学教授铃木贤
等12名；还有目前在日本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学者4名；其他则是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山东、南京等
地的国内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人士。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此次大会由于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有幸请到国内顶尖级的同声
传译员林国本先生和杨晶女士到会操麦，为大会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效率。
在一天半的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中日两国民商法的各种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
讨。
大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神圣的学术”的气氛，学者们务实、严谨而又不尚华丽的治学态度保证了研
讨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在此卷论文集收录的学术报告和论文中，有的是学者到会发表的报告或论文，也有的是原计划到会，
却因“非典”最终无法调整日程而为大会提交的论文，共28篇；其中日方学者撰写的有15篇，中方学
者撰写的有13篇，它们全部为在中国首次发表。
其中，值得着重介绍的是财产法总论中的6篇论文，它们是2002年召开的日本私法学会第66届大会上专
题研讨会的报告，曾作为“日本私法学会专题研讨会资料”发表于[日]《夕工1J叉卜》No．1229(2002
年)。
这些论文系统而深入地讨论了财产法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课题，而且参与研讨和撰稿的5位日本学
者都是活跃于当今日本法学界的顶尖级学者，因此有很高的权威性，是民法研究领域非常珍贵的文献
。
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白手起家，能够继第一届大会而成功地召开此次大会，主要得益于山东大学和山东
大学法学院的鼎力承办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以及中日民商法学者的积极参与。
在此，谨代表研究会向承办和提供资助的各机构领导，向积极参与本会的各位学者，以及参加会务工
作的各位教授和研究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还要感谢法律出版社总编黄闽先生、社长助理蒋浩先生在学术出版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欣然接受
这部刚刚出生的系列论文集的继续出版；同时我们更要感谢负责具体工作的各位编辑为论文集付出的
辛勤劳动。
另外，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毅同学承担了本卷的文字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另如《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一卷开卷语中所云：中日民商法研究会和它编辑的系列论文集旨在为中日
民商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之间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在为今天取得的进展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深感任重道远。
衷心希望有志于这项事业的师长前辈，同仁学子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研究会来，为这一事业的兴旺发达
献计献策，以图共同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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