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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所举行“无奈的法典：韩国民法现代化道路之比较研

究”学术讲座 

    2003年3月25日上午，法学所在三楼会议室举行了一次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苏亦工研究

员，题目为“无奈的法典：韩国民法现代化道路之比较研究”。法学系的研究生以及相关研究室的研究人

员共30余人参与了此次学术活动。 

    讲座评论人徐立志研究员首先向听众简要介绍了苏亦工研究员及其进行此次讲座的背景。他指出，苏

亦工研究员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下到汉城国立大学研修民法一年。其间，他克服语言、生活及其他障

碍，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对韩国民法的发展脉络有了深刻的认识。由于民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民族

性，该论文对中国民法的法典化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苏亦工研究员的论文共分为三部分：一、民法典的制定；二、法典驱动主义；三、橘逾淮而为枳？在

论文的首部，他就明确指出：民生的富庶、价值观念的转变、宪政的发展是民商法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

件。 

    在第一部分中，苏亦工研究员详细分析了从“日韩合并”直至朝鲜战争后大韩民国制定出第一部民法

典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对其民法典的姗姗来迟做了详细解释。在对比研究韩国民法、日本民法以及中华民

国民法典的基础上，苏亦工研究员得出结论：韩国民法从整体上依然可以看出其脱胎于日本民法典的痕

迹，但还是带有一些自身特色的。 

    作者在第二部分着墨最深，这也是作者力求说明其论点的关键之处。作者对日、中、韩三国民商法现

代化的进程从历史背景、历史沿革、社会基础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鲜明地提出了“法典驱动主义”

的概念。所谓“法典驱动主义”，也可形容为“民法典情结”。这种模式是由日本人开创，其后中韩两国

竟相仿效。法典驱动主义似乎是外力驱动所必然造成的后果。将日、中、韩三国的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

出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三国民法现代化的着眼点都放在民法典编修或民事立法上而不是社会生活本

身；其二，三国都是在向欧洲大陆法系的强势民法典，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民法学习。由于韩国民法典的

制定有着特殊学术背景,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带有许多严重的技术欠缺，而且其内容也与人民的一般法律生

活相脱节。 

    苏亦工研究员在第三部分探讨了韩国民法典未能在韩国结出理想果实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并非

法典的体例、结构这些纯技术性的因素，而是社会、政治及经济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他最后总结道：宪政

与市场的回归方始为韩国民法的现代化扫清了道路。 

    演讲结束后，评论人吴玉章研究员作了点评。他认为这篇论文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对韩国民法典的现

代化作了精彩地描述，从中可以体味出作者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在其后的讨论中，也相继有多名学者和

研究生与苏亦工研究员就某些问题交换了看法。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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