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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编在肯定物权法定原则之基础上，挖掘出土地与建筑物的动态交易关系、商法上的善意
取得、商事留置权、票据质权、营业质权以及营业抵押权等方面的特殊规则。
第二编梳理了商事债权合同领域中应否以及如何运用显失公平规则、如何健全清理企业三角债的债权
人代位权制度、企业出售中的“债务跟着资产走”原则的妥当性、商事代理异于民事代理等方面的特
殊规则。
第三编在辨析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这两种传统立法模式的基础上，讨论了商事立法的“第三条道路”
一一商法通则立法模式。
与此同时，本编的两则书评进一步论证了制定商法通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最后，在阐明合伙异于自然人、法人的独特性之后，分析了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的区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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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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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与体系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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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债务跟着资产走”原则的创设及其缺陷
 二、“债务跟着资产走”原则的立论依据
 三、企业出售中债务处理方案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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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商事代理的规范类型与体系整合
 一、商事代理的一般规范
 二、商事代理：历史的规范类型
 三、商事代理：现实的规范类型
 四、商事代理的体系矛盾
 五、商事代理的体系整合
 六、附录：英国《商事代理条例》及其修正案
第三编 商法通则
　第十一章 商法通则：扬弃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
 一、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反思
 二、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体例解析
 三、中国民商关系的立法建构
　第十二章 从法理到法条的转换：评苗延波先生的《商法通则》草案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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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事责任立法：如何体现商法的独立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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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伙的历史发展及其与自然人、法人之别
 二、合伙的　第三民商事主体地位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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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问题的提出 质押背书（或称设质背书、出质背书、质权背书），是持票人以票据权利
作为债务担保而设定质权的背书行为。
作为一种票据行为，质押背书须符合要式性、文义性和无因性的要求。
但个别学者认为质押背书并非票据行为，而是一般的债权担保行为。
故票据质押的有效成立，有赖于完全质押背书的作成，即票据上的“质押”字样及签章须完整无缺，
质押背书的内容仅依记载于票据上的文字来确定，当事人不能以文字记载之外的证据来证明、否定、
变更或补充票据质押的既有状况。
但是，社会生活的运行，并不会全然遵循法律预设的行为模式。
如果持票人在票据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而未签章，或者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
质押合同的，则出现不完全质押背书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质押背书本身已经包括了交付票据，准此见解，票据交付前的质押背书也属于不完全质
押背书。
其实，即使票据尚未交付于被背书人，此种质押背书也非不完全质押背书，而是完全质押背书，只不
过票据质押尚未生效而已。
因为，依据《票据法》第27条第4款对背书的定义，“完全质押背书=记载+签章”。
同时，《票据法》第27条第3款关于持票人“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之规定也表明，背书行为与交付行
为是相互独立的，二者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由此，不无疑惑的是：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效力，是导致票据质押无效，或者无对抗力，或者仍然有效
，抑或效力未定？
 针对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效力问题，我国《票据法》第35条第2款、《担保法》第76条、《物权法》
第224条的规定不一致，相关司法解释的立场也始终摇摆不定，导致法律适用相当混乱，并引发了理论
界的热烈讨论，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致的学理解释。
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会陷入立法冲突和理论纷争的困境，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这一问题未能区分立法
论与解释论的不同视角。
并且，对这一问题的妥当回答，需要借助横跨《立法法》、《票据法》、《担保法》及《物权法》等
诸多法域的知识。
本文力图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检讨不完全质押背书法律效力的相关学说，以求教方家
。
 二、立法论视角下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法律效力 多数学者只单纯研究不完全质押背书的实体规则，而
极少深入分析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法律适用规则。
为克服这一研究上的不足，立法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面对立法之间的冲突，当前有效的法律规则何
在？
这体现为一个遵循法律的形式理性进行“寻法”的过程。
 （一）“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说”之不当 目前有观点认为，《担保法》与《票据法》属于一般法与特
别法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票据质押应该适用《票据法》，票据质押的有效成立需
要采用背书的形式。
还有观点则认为，《物权法》与《票据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前者调整票据质权的原因关系
，后者调整质押背书的作成及其效力等票据关系，二者各有分工，故票据质押应当以背书为必要，非
经质押背书，票据质押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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