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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BE_99_E6_B1_9F_E5_c26_23212.htm 第一章民法概论 一、民

法与商法 （一）民商分立： 1 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如1804

法国民法典，1809法国商法典； 2 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

不同，民法是普遍法，商法是特别法，调整商事关系时商法

优先； 3 司法管辖权方面，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

案件由商事法院管辖； 4 内容：民法典：总则权利能力 一般

到特殊；商法典：没有系统的总则：商主体，票据等。 （二

）民商合一： 1 民法在私法体现中具有牢固的地位，商法很

难捍动，树立独立地位受到威胁； 2 参与经济活动主体具有

普遍性，法律不宜以主体身份提供保护，中世纪以来商人的

独立地位逐渐消失，动摇了商法的独立地位； 3 时代发展，

商法典的内容陈旧，通过商法典本身的修补无法满足需要，

单行商法增多，商法典支离破碎，难以与民法典分庭抗礼。

4 学术界对民商分力置疑，对合一则鼓励倡导。我国学者一

般都主张民商合一，即商事法规是民事特别法，商法是民法

的组成部分。 （三）评价： 1 不能绝对化，两种主张不应影

响到商法规范的存在和发展； 2 民法商法化，牺牲静的安全

保护动的安全，如表见代理，公示公信，无因性等；商法民

法化，商主体 的交易范围日益拓展。 3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表现形式和作用上各有独立

性； 4 构件我国的民商法体系，不能模仿和照搬合一或分立

，，指定独立的商法典没有必要，应以民法为基本法，以具

有部门法性质的单行商法为主干，以众多民商特别法为辅助



。 二 民法的渊源 （一）习惯： 1 必须有习惯的存在；2 公众

认为有法律效力；3 涉及的事项法律没有规定；4 不得违背公

序良俗；5 经法院明示或默示承认。 （二）判例 1 赞成：判

例法与成文法并存是近代立法的发展趋势；成文法不能概括

法律调整的全部社会关系；排斥判例法，法官的裁量权太大

，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判例法能提高审判效率，适应新情况

。 2 反对：不适合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没有判例法的

传统；对法官的培训要求复杂；不民主。 三、民法的调整对

象 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民法调整的财产

关系中，商品经济关系是其主要的调整对象。 民法上“平等

”的基本含义，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地位平

等。它表现的是民事活动领域内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

，当事人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保持其独立的意志和自由。 （一

）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用语

。它主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经济

活动过程中因对物质财富的支配和利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换言之，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均属财产关系。 民法上的

“财产”，通常指的是金钱、财物以及当事人享有的财产权

利。 （1）当事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 （2）当事人支配财产

的意志独立、意志自由。 财产支配关系是人们就对于财产的

占有和利用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财产流转关系是人们就财产

的交换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智力成果支配关系是人们就发明

创造、注册商标、文学艺术作品和其他作品等进行支配、利

用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遗产继承关系是基于人的死亡而发生

的一种财产变动关系。 （二）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

是与特定人自身密切相联系且无财产内容的社会关系。人身



关系由人格和身份所产生。 “人格”在民法上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即主体资格（如自然人的人格）

，二是指民事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姓名、生命健

康、婚姻自主、肖像等）。 １．非财产性质。 ２．与特定人

自身不可分离。人格、身份总是属于特定的人。对于其具有

的人格或身份，主体既不可转让，也不可放弃。 ３．平等性

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