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导师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学友之家

考分查询

专题研究 

五四宪法和全国人大五十周

年纪念专栏 

最新宪法修正案学习与思考 

公法研究 

电信市场竞争政策 

证券投资基金法 

法律与非典论坛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5850    

《民商法论丛》第29卷卷首语 

梁慧星

    本卷是民商法论丛第29卷，2003年第4号。 

    【专题研究】栏选刊七篇论文。一是张兴全的《论电子合同》。以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

的电子合同，作为一种新的交易手段和法律现象，向传统的民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合同是否

可以通过电子通讯的交换来签订？电子通讯是否能满足反欺诈法对“书面形式”的要求？通过互联网进行

的通讯如何才能被“鉴别”？“数字签名”是否是手书签名的等价物？等等。本文是研究电子合同的最新

成果。二是郭锡昆的《践成合同研究：一个现代民法立场的追问》。所谓践成合同，又称要物合同、实践

合同，是诺成合同概念的对应概念。我们注意到教科书上所称的一些要物合同在合同法上已被规定为诺成

合同。这种“诺成化”现象，究竟属于偶然抑或必然？伴随践成合同的“物的交付”，究竟属于合同的成

立要件抑或生效要件？践成合同这一由来已久的合同类型，到底还有多大的存活空间？本文是研究践成合

同的最新成果。三是尹田的《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作者近年来致力于物权法基本理

论问题的研究，已经在本刊和它刊发表若干重要论文，本文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对善意取得制

度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四是丁亮华的《公司法律地位研究》。公司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已经毋庸置疑。但我们对公司制度的研究尚未

达到应有的程度。本文从人格与责任的角度审视公司的法律地位，试图厘清几个认识问题：公司是否自诞

生之日即具有法律人格？独立责任是否公司独立人格的必然结果？是公司的独立责任决定了股东的有限责

任，抑或相反？作者认为，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公司的制度现实及制度改进，至关重要。五是潘

申明的《论工作物致害责任之工作物界定与责任人范围》。工作物致害责任是一项古老的民法制度，现行

民法通则设有规定，但民法学界关于工作物致害责任的研究并未深入，以致影响到法院裁判实务的正确解

释适用。本文着重研究了工作物致害责任之工作物界定与责任人范围，可供裁判实务和立法参考。六是萧

凯的《论跨国证券交易中股份转让的法律适用》。本文从股份这一概念入手，考察其法律性质不同层面以

及在交易中股票上所表彰之股份性质，进而从国际私法的角度分析传统的物之所在地法立论基础及其局

限，提出在股份转让问题上公司属人法的主导地位说。七是金振豹的《论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问

题》。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越来越多，其中有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有政治性条约、经济性条约、涉及人

权的条约、涉及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条约，种类繁多。我国在加入一项国际条约以后，应如何履行我国所承

担的条约义务？各种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问题是否适用同一原则，还是应区别对待？这将是今后摆

在我国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面前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本文结合国际条约效力的一般理论及其它国家在

这方面的实践，具体地对影响条约在国内法上效力的诸多因素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建议。 

    公益诉讼已成为近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配合国内学术界关于“公益诉讼”的讨论，本卷新设

【公民诉讼】专栏，选载两篇论文，一是蔡从燕的《论私人反垄断诉讼――法实现机制中私人的作用及保

障》。二是徐伟敏的《环境公民诉讼问题研究――以美国法为中心》。蔡文认为，在建设“小政府、大社

会”的背景之下，特别需要私人积极介入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与国家共同承担实施反垄断法的职责。作者

结合美国和欧共体私人反垄断诉讼的经验，对于如何建立我国私人反垄断诉讼制度，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

检索



  议。据徐文的介绍，随着日益增长的公众环境关注，公民诉讼作为政府执行成文法的激励和补充，于20世

纪70年代被引入美国环境成文法，围绕公民诉讼已建立比较完善的成文法和判例法体系。作者选取美国环

境法的公民诉讼为切入点，分析其制度构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诸多争议和不确定性的根源，预测

其未来走向，以期能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提供借鉴。 

    【学术争鸣】选刊四篇文章。一是王国华的《要重视对海商法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航运业

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每年外贸货物的85％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海商法作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

船舶关系的商事法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作用日显重要，因此作者呼吁要重视海商法的研究。二是

王丽萍的《解读女性主义法学》。作者认为，在20世纪的所有文化革命中，女性主义必将产生其伟大的影

响。女性主义法学，作为法学流派之一，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和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历史、文化、社会现

象，从而展现出与以往法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进路，并已成为我国社科领域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据编者所

知，本文是国内研究女性主义法学的首篇学术论文，值得重视。三是杨源的《论“动物不是物，是什

么”》。自1990年8月20日修正通过的德国民法典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以来，动物在法律上的地位

问题，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本刊第 卷刊载高利红的论文《动物不是物，是什么》一文，受到读

者的关注。争论的焦点在于：动物能否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本文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作者认为，动物成

为法律主体，在理论上存在困境，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四是德国学者Rudolf Wassermann的《评德国

安乐死立法》。无论法律工作者是否愿意，安乐死问题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安乐死

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赞成安乐死的一方，或者反对安乐死的一方，都

有种种颇具说服力的理由。本文是对德国安乐死立法的评论，由樊丽君翻译。 

    【域外法】栏选刊三篇文章。一是梁漳洙的《关于韩国民法典的最近修改――立法工作对法律发展的

具体体现》，由崔吉子翻译。二是王承志的《试论国际私法条约在英国的适用——以《布鲁塞尔公约》为

例》。在如何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英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做法。英王缔结和批准的条

约，必须先获得议会的承认，由议会通过一项与条约相一致的法令，将条约的有关规则转化为国内法体

系，该条约才能在英国具有法律效力，才能由英国法院予以适用。这是英国宪法“议会至上”原则的体

现。但欧共体法律，包括《罗马条约》则可以在英国直接适用，属于一种例外。我国宪法尚未就国际条约

在国内适用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各部门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也不一致，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和不

协调。本文所介绍的英国的实践和经验，显然对我国不无参考价值。三是Peter Schlosser 著《永久抗辩

和平衡关系》。我国担保法和合同法相继规定了几种抗辩权，但由于学术界对抗辩权的研究不够，不能为

裁判实务正确解释适用各种抗辩权提供理论支持。本文研究抗辩权中的永久抗辩权，可供理论研究和实务

参考。由王葆莳翻译。 

    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一项蒸蒸日上的产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成为促进我国体育运动产业化

的契机。但体育运动的产业化，亦即所谓体育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和支持。为此，本卷新设【体

育法研究】专栏，发表体育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今选刊两篇文章。一是郭树理的《奥林匹克体育仲裁制度

研究》。作者在广泛参考、研究发达国家体育仲裁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

度的建议，值得重视。二是日本学者森川贞夫著《体育法的作用、理念以及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地方自

治体体育行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文中分析日本体育振兴立法、体育行政理念及日本的经验和问题，对

我国不无参考价值。由吴博翻译。 

    【硕士学位论文】栏选刊两篇论文，一是张海燕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研究》，二是陈宜芳的《船舶

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研究》。【资料】栏刊登的欧盟1999年《消费者合同中不公平条件条例》，由宋连斌、

姜秋菊、许光耀翻译，及新西兰《1982年合同（相对性）法》，由刘成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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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从何处来、向何处去？――驳所谓“奴隶般抄袭资产阶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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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

“双方合同”或者“三方合同”？――代建制试点中的“代建合同”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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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正义只是手段，实质正义才是目的

靠什么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两个问题——在政协社科联组会上的发言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进程与争论点

法律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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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谢怀栻先生教我怎样做人

《民法典与公民》之七:“按揭”与“让与担保”

中国民法典的立法思路和立法体例

《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序言

实践社会正义，民法解释学的使命

消费者法及其完善

中国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点

学术批评应受法律保护

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

合同解释方法与所谓“最终解释权”

“错案追究”叫停，“法官弹劾”上马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十讲——关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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