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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私法意义上的商法及其商法典起始于晚清时期。
晚清商事立法成果集中地体现在曾颁行有效的《钦定大清商律》商法典和“志田案”、《商法调查案
》、《改订大清商律草案》3部法典草案上。
而且这些商法成果均是在初步成熟的商法以及独立法典思想指导下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合力推动下，政
府实力主导、商民积极参与方才取得的。

除绪言外，任满军编著的《晚清商事立法研究》的主体部分共有10章。

《晚清商事立法研究》第一章晚清时期催生中国近代商法的多元性因素。
“中国中心观”、“冲击一反应说”等对于晚清时期催生中国近代商法的动力解说都有着一定的创见
性。
从国内条件看，主要有“商战”、商本主义思潮、外来的和本土的规则资源和法典传统以及商法利益
群体的直接推动；另外，体现西方列强殖民利益的一系列商事条约也对中国晚清商法的产生和发展具
有强制性影响。

第二章晚清商法思想的成熟和商法典的立法规划。
晚清时期商法思想已经初步形成，政府为解决商法空白的法律危机而在晚清修律变法运动中首重商法
，确定了独立商法典路线，并作了编纂商法典的组织预备。

第三章
《钦定大清商律》的制度构成。
该律主要移植了大陆法系的商法规则，采纳了折衷主义法典体例；该律典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
》组成，从内容上看，既吸收了西方商法制度的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本土商法资源的利用
，体现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商事立法原则。

第四章
《破产律》和《钦定大清商律》配套法规。
《破产律》虽不属于《钦定大清商律》法典的构成部分，但与之密不可分且有着共同的整合性特点。
另外公司注册章程、奖励工商章程、商会章程以及铁路银行章程等相关配套法规的颁行，有力地配合
了《钦定大清商律》的实施，从而成为了晚清商法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五章
晚清商法的施行及其社会适应性考证。
《钦定大清商律》和《破产律》制度多来自对外国先进商法的移植，立法过于超前而不能适应当时中
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晚清商法的执行、司法和守法等实施情况反映出了晚清商法移植中不理智的一面。

第六章志田钾太郎《大清商律草案》。
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法律输出与晚清“近法日本”商法建设方针发生了印合。

日本商法专家受聘来华帮助草成了“志田案”，虽然该案是一部已达到国际水平的、最为系统的商法
典草案，但由于缺乏理论的同步移植，也忽视了对中国商业习惯的吸收，导致其影响力不足。

第七章商人阶层的商法构想和《商法调查案》。
新兴的商人阶层由于不满于政府既有的商事立法，而自行召开两次商法大会，决定自行调查商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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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商法典草案，既大量借鉴外国商法成果，又更充分地吸收本国商业习惯，进一步推动外来法律
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商法建设的进程。

第八章农工商部《改订大清商律草案》。
农工商部对《钦定大清商律》进行修订，充分吸收了《商法调查案》的成果，进一步借鉴吸收外国商
法成就，引进了公司法人制度，并使商法总则和公司律的结构体例得以定型，而使《改订大清商律草
案》成为了晚清商法建设成就的集大成者。

第九章晚清官方商事习惯调查及其商法价值。
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为完成商法典的编纂计划，决定举行全国性商事习惯调查，设立专门机构，
编写调查提纲，并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

由于晚清政府的垮台，这些调查成果并没有及时地被吸收到晚清商法建设中，但为民国时期的商事立
法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十章历史经验，中国当代商法及其法典建设。
晚清商法制度建设以及法典体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有诸多缺陷，从而可以为我们当今商
法建设提供历史经验。
中国应当坚定独立商法典的立法思路，尽快制定出《商法总则》，俟条件成熟时再谋求一部现代商法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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