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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已经步入商事化的时代，商法已成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商事法律制度势必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市场经
济是商事法律统辖与规范的经济。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直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奉行“大民法”的学科格局，使得科
学和独立的商法学地位未得彰显。
事实上，商法在价值理念和法律技术的处理上面，都和民法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揭示商法的独立
性，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该项研究也必然会对商法学理论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本书以商法的独立性作为基础，以指导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的研究，希望对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独立
性的理论框架和操作之道进行探索。
　　长期以来，由于受“大民法”思维的影响，就通说的角度而言，学术界与司法界都是以民事责任
与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理解和认识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的。
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民事责任与商事责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该种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商
事主体人格塑造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
与民事主体相比较，商事主体必须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这种严格责任的承担是由商事营业这种特殊
社会活动所决定的。
在当今社会，为了保护弱者的利益，商事责任越来越趋向于“社会法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
统的商事责任的理念与制度设计。
同样的，商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也由来已久，早在中世纪，西方社会就认识到在解决商事纠纷时
，独立的商事诉讼有着不同于民事诉讼的优越性，这种观念到现在还有着很大的市场，商事仲裁就是
最为主要的表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事责任与追诉机制研究>>

内容概要

作为近几年来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方面的一本较为详尽的研究著作，本书为我国独立的商事责任与商
事诉讼制度体系的构建做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突破我国传统以来的“大民法”思维，以商法的独立性为研究视角，并以此为考
察基础，分析了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责任与民事诉讼的特质与运作机理。
对于志在研究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责任及商事诉讼机理的读者来说，本书实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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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质疑商事管理关系的“公法性”　　与民事活动相比，商事活动更多地需要与国家行政机
关打交道。
国家出于行政管理和监督的需要，对商主体及某些特殊的商行为进行管理、监督或引导，由此发生国
家与商主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商号、商业登记、商业账簿管理以及股份公司的设立审批，
等等。
国家对商主体和商行为的管理关系也属于商法的规范对象。
有些学者借此认为国家对商主体和商行为的管理关系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管理关系，
应由行政法调整。
此点也被认为是商法公法性的理由。
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就属于公法调整的范畴呢?这里不妨以商业登记为例加以说明：　　首先要明确的
是，登记本身并不能创设商主体人格，同时，接受登记是商主体的权利，给予登记是主管机关的义务
，登记与否是设立人的自愿行为，但对于符合法律（私法）要件的主体，登记机关不得拒绝登记。
因此，围绕登记的是商主体创办人意图创制商主体和某种类型商主体的意思表示。
登记机关完全是被动地要么登记要么不登记，而登记与否要看设立人的条件是不是满足商法的有关规
定，如果满足，登记机关就有义务将该种事实公示出来。
如果认定某人的商主体资格不是由于登记注册，而是由于实施了某种作为行业经营形式的商行为这一
法律事实，即使未注册也被认为是商人。
也就是说某人被认定为商人，根本与商业登记无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注册就只有公示性的效力。
在所有国家中，登记的公示性在多数情况下为个体商人的登记所具有。
这一制度形成于19世纪初，是自由贸易时代的产物，客观上体现了营业自由之法理。
1998年6月德国修改其《商法典》，使登记制度不具有创设力，只具有宣示效力。
因此，国家只是由于其政治国家服务于市民社会的职能所使，而代替原先的自治团体对于商事进行管
理，并未使商事关系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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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近几年来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方面的一本较为详尽的研究著作，书中着力研究商事案件的特
殊性，揭示商事诉讼的特质，并在机构设置和诉讼程序等方面为商事诉讼机制的构建进行有益的探索
。
《商事责任与追诉机制研究：以商法的独立性为考察基础》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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