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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火七月，烈日熔金，正值万物孕育已久的果实灼灼其华之时，我们的《私法研究》第五卷作为一份
思想碰撞的札记与读者见面了。
本卷私法研究仍将分别在民法典研究、私法专题、外国法评议、知识产权法以及书评五个专题栏目中
和大家一起研究、探讨。
    在“民法典研究”中，本期内容都与民法典制定休戚相关。
李中原博士的“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大陆民法学思潮的演进”一文，以16世纪到19世纪这一有特殊意
义时期的民法学思潮作为考察对象，细致阐述了民法学思潮在欧洲大陆的演变过程。
本文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大陆法系一些主要的民法学派，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目前国内已存在多个版本的物权法草案，但是，学者们对于物权性质的保护机制和债权性质的保护机
制应采取分离规范还是合一规范尚存在不同的见解。
郑天锋先生与王伟先生在合著的“‘物权请求权’抑或‘物权的保护’——论我国物权立法中物权保
护机制的体系建构”一文中，通过对历史及现存的各种物权保护立法形态的考察，分析了上述两种模
式的优劣，认为：在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设置方面，采取物权性保护机制和债权性保护机制区别规范
的二元结构体系更为合理。
    “私法专题”一承以往容量大、题材广、限制少的特点，继续为所有与“私法”相关的研究提供理
论阵地。
在“从理性经济人到生态理性经济人”一文中，吕忠梅教授洞察了理性人假设的转变，以自己对环境
法之深刻理解，在分析了民法中经济理性人的成因、缺陷之后，提出中国将来的民法典制定中，应该
坚持“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标准，并以此作为民法典的价值取向。
无因性问题历来是民法中的难点和疑点，在中国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有关此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未曾
平息过。
徐涤宇教授的“无因性概念之辨正”通过翔实的考据，严密的论证，提出我国通说的无因性概念忽视
了内在无因性的存在，由此不能使我们正确解读德国相关制度和法理，进而无法达到客观认识外国法
的目的。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在尊重外国法个别性的前提下解读其法律文本，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民法中一个个
来自异国的制度。
彭真明教授和常健先生的“论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完善”在评述现有的三部“民法典草案”中构建的
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立法的完善提出一些新的思路，文中详细的评析以
及所提出的建议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大有裨益。
在“对推进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的思考”一文中，作者黄文超先生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土地集约化
经营是必然趋势，并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当前几点影响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制约因素、分析
了几种实现模式；然后作者从对周边国家农村土地集约经营经验的分析中得到启示，得出我国农村土
地集约经营进程中应遵循的五大原则。
作者踏实扎实平实的研究学风，为法学界吹进了一阵清新的风，值得提倡。
资琳博士的“论合同正义的演进——以显失公平规则为视角”一文在关于契约正义的研究中，选择了
政治哲学为切入点，主要运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通过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为桥，沟通合同正义与具
体规则。
资琳博士此种研究范式的创新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违约责任是合同法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制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立法上均有众多的论述和规定，但
违约责任对“度”的把握，却是法学研究者们难以涉猎的。
刘水林博士的“理性违约责任度的经济学诠释”为研究违约责任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文中充盈着一个经济法学者的情结，然仍不失新颖。
“预期不安履行规范模式之比较”又是一篇对有关具体制度研究的论文，作者朱广新博士比较了国外
的一些合同立法，例如德国民法典、UCC、CISG、PICC和PECL，并进而归纳出三种预期不安履行之
规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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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作者反省了我们的《合同法》中的第68条和第69条，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方案。
可以说，本文对预期不安履行的研究张合有度，值得品味。
赵西巨先生在文章“论医学法上的‘知情同意”’中，以美国法为主导，分析了知情同意原则的历史
渊源、法理根据、内容构成和救济途径，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有很大借鉴作用。
高危险民事责任制度发端于德国1838年的《普鲁士铁路企业法》，在“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一文中
，赵家仪教授从高危险民事责任概念、理论依据、基本类型和共性上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解读，
可供大家对高危险民事责任制度作全面、详细、准确的理解。
    在“外国法评译”的栏目中，德国萨尔大学的米歇尔·马丁内克教授为本刊撰写的“德国民法典中
的债法现代化——背景、概貌和批判”一文，为中国学者了解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现代化进程及内容
提供了一幅清晰的蓝图。
本刊还选登了俄罗斯著名民法教授E.A·苏哈诺夫的“限制物权的概念和种类”，这篇文章对限制物
权的一些基本理论做了介绍，文章把笔墨着重放在限制物权的概念和种类上，并援引《俄罗斯民法典
》的相关内容，为我们展现了俄罗斯法中限制物权的基本面貌。
E·A·苏哈诺夫教授的这篇文章也提示我们，俄罗斯目前的民法学研究已逐渐摆脱了原来计划经济的
模式，注重吸收民法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的立法例。
俄罗斯民法对我们来说，无疑又成为一个了解和学习外国民法的窗口。
在当代，商事组织(企业)往往表现为一个复合的公司团的祥貌。
这些公司在法律上的相对独立性引起了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的贡任问题。
德国1965年的公司法第三编康采恩法是针对这一问越而制定出的较为成功的法律。
德国萨尔大学苏珊娜·葳玛·莱昂哈特博士在“关于母公司对于公司债务的责任问题”一文中，为我
们详细介绍了几中不同类型的康采恩制度，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比较法是发现本土法律自身缺陷、汲取他人精华的良方。
秦瑞亭博士的《中德侵权行为冲突法比较》中，通过比较德国的侵权行为法和我国的侵权行为冲突法
，认为：德国现行侵权行为冲突法以其明确性、实用性、灵活性的特征广受欢迎，而中国现行侵权行
为冲突法已背离了该领域立法的国际趋势。
文章为寻求合理解决侵权行为法律冲突的方案提供启发性的思考。
专栏还选刊了邹国勇博士翻译的《荷兰王国2001年4月11日关于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关系的冲突法》
的法条全文，希望能为读者朋友们提供更多的来自法律发达国家的信息。
    “知识产权”中选载了三篇精彩的论文。
在“构建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制度基本问题浅析”一文中，作者曹新明教授紧密联系当前各国争相制
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讨论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制定国家、行业、地区以及企业知识
产权战略的现实性和前瞻性。
文章认为，构建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制度是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该文对于实施我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具有相当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魏衍亮博士的“与P2P有关的美国诉讼动态、产业动态及其对我国的启发”一文联系2000年以来美国发
生的数十件与对等网络有关的法律诉讼，讨论了对等网络(P2P)所涉及的七类法律问题。
随后，该文以Napster案为例，讨论了法院要求P2P经营者承担版权侵权责任的规则，并分析了版权保
护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
该文全面、及时地跟踪了美国发生的与P2P有关的诉讼动态、经营动态，较为系统地介绍典型判例提
供的裁决结论之后，对我国网络事业的发展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胡开忠博士的“姓名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及法律解决模式分析”紧扣当前生活中频频发生的以名人姓名
或其谐音注册为商标的案件所引起的争议，分析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解决姓名权与商标权冲突问
题方面所依据的法律理由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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