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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我曾主编一本《中国商事法》，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001年，经有关作者针对个别法的颁布进行了修改。
同时，改正了其中的错别字。
该书曾为很多年轻人备考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所采用，受到许多读者的抬爱。
但是，2001年之后未曾再版与印刷。
而我国商法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却发展很快，不仅大幅度地修订了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
、破产法和保险法，制定了一批新的商事法律，还涌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的研究成果。
如再对原书进行修修补补，已不可能适应这种变化。
因此，结合商事立法、审判实践，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了这本《中国商法》。
在法学的二级学科中，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实践，但不论是哪一类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理
论，并且，这种理论只能是对本领域法律现象的科学的抽象。
拒绝实践的学科是没有存在基础的，而拒绝理论的学科则是没有灵魂的。
当然，作为理论的抽象程度，部门法学与法理学是不同的。
相比较而言，部门法学理论的抽象程度要低于法理学理论的抽象程度。
商法学作为部门法学，其理论是商事法律现象规律性的抽象、概括，而这种抽象不应是人们追求的结
果，不能为了商法的抽象而抽象，它只是人们认识商法的结果。
当然，在整个商法学中，各部分的抽象程度也是不同的，其总论要比分论抽象。
因为分论是对具体商法领域的抽象，总论是对整个商法的抽象。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应知道什么是梨，什么是桃，什么是苹果，也应该知道概括了梨、桃、苹果
等特征的“水果”。
否则，面对一个非梨、非桃、非苹果，而又带有梨、桃、苹果等共同特征的东西，就会很尴尬。
《中国商法》基于上述考虑，仍然采用了总论和分论的结构。
其中，分论包括了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
总论侧重于结合中国实践讨论商法的一般问题和本书分论中不可能涉及的共同性问题。
分论重点讨论了商法领域中几部影响重大的法律，分析了这些具体的商法领域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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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在《中国商事法》基础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的修改进行重新编写
而成，结合法律的最新修订内容全面、系统讲解了各种商法问题。
采用了总论和分论的结构。
其中，分论包括了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
总论侧重于结合中国实践讨论商法的一般问题和《中国商法》分论中不可能涉及的共同性问题。
分论重点讨论了商法领域中几部影响重大的法律，分析了这些具体的商法领域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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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限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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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比较小，长期以来直接融资比重过低，既不能适
应经济发展、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增加社会财富积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求
，还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
而证券法在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方面，将发挥深远的影响和显著的作用，既有利于推动
稳定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防范市场风险。
如证券法的修订适当调整了已不适应客观经济发展需求的某些限制性条款，为改革、创新留下法律空
间，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
随着《证券法》实施的深入，交易市场、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的增加和多样化，信息将更通畅、交易
将更便利，证券市场将得到扩大与发展，投资者的空间更大、选择更广，成功的机会也更多；随着监
管与自律的加强，法律责任的强化，市场将得到净化、更加秩序化。
总之，证券法将带来规范发展、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希望与信心。
第三节 证券法的原则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证券法的价值精神所在，是证券筹资、投资和管理等具体制
度的基本依据，是证券市场参与者和监督管理者必须遵循的基础行为准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被认为是证券法的特有原则、核心原则。
公开原则亦称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证券发行者在证券发行前和发行后依法向证券发行对象和证券监管
机构提供有关资料。
确立公开原则，旨在为投资者创造一个信息畅通的投资环境，努力创设一个透明的市场，为筹资者提
供一个平等的竞争场所，便于市场其他主体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完善投资环境
。
公开原则要求所公开的信息达到“真实、全面、及时、易得、易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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