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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和特征  商法，亦称商事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

人及其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可以分为形式意义

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是指民商

分立的国家所制定的并冠以“商法典”之名的法律而言。按

照学者们的归纳，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又可以分为两种：广义

的商事法和狭义的商事法。广义的商事法包括国际和国内商

事法两种。至于狭义的商事法，则专指商法中的商事私法而

言；一般言及商事法，也多指狭义的商事法。 和其他法律部

门和法律学科相比，商法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商法具

有复合性。(2)商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3)商法具有明显的营

利性。(4)商法具有显著的国际性。 二、商事法的基本原则  

商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一国商事法律的基本宗旨，对

于商事关系具有普遍性适用意义或司法指导意义，对于统一

的商法规则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某些基本法律规则。这些原

则主要有：(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2)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

；(3)促进交易迅捷的原则；(4)交易公平的原则。 三、商主体

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1商主体的概念  商主体在传统商法中又

称为“商人”。是指依据商事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商事活动

，享有商事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学者

们在概括商主体概念时，往往强调其主体的基本特征，认为

“商业主体者，乃指商业上权利义务所归属之主体也”。 2

商主体的特征  商人作为商法上的行为主体，除应具备民法中



有关民事主体的基本要求 和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不同于

一般民事主体的法律特征。这些法律特征主要表现在：(1)商

事主体必须具有商事能力。(2)商主体必须以营利性活动作为

其营业内容。(3)商主体的特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须经商业

登记而取得。最后，商主体必须是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是商法上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者。 3商主体的分类  在大陆法

国家的商法理论中，通常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商主体加以

类型划分，这些分类体现了各国商法对不同类型商主体的特

别控制要求。(1)商个人、商法人与商合伙。这是按照商主体

的组织机构特征进行的分类。(2)法定商人与注册商人。这是

按商事主体资格的取得是否需要履行相应的注册要求而进行

的分类。(3)大商人与小商人。这是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实

践依据商主体是否规范地适用商法进行注册、建立机构和从

事管理和经营活动进行的分类。(4)固定商人和拟制商人。这

是对商事主体是以商行为为标准还是以着眼于企业形态为标

准所作的分类。 四、商行为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1商行为的

概念  商行为又称为“商业行为”，它是大陆法系民商法中特

有的概念。按照大陆法系学者间的一般认识，商行为是指以

营利性营业为目的而从事的各种表意行为。 2商行为的特征  

商行为作为营利性营业活动，它仅仅是民事活动中比较特殊

的一类。按照商法理论中的一般认识，商行为的法律特征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商行为是商主体以营利为目的而从

事的特定行为。(2)商行为原则上应是某种营业性行为，它表

明主体至少在一段期间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同一性质的营

利活动，因而具有营业性或职业性。(3)商行为本质上是具有

商行为能力的主体从事的营业性活动。 3商行为的分类  对于



广义的商行为，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理论分类，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双方商行为与单方商行为。

这是依据行为人双方的主体资格进行的分类。(2)绝对商行为

与相对商行为。这是依据商行为确认标准和条件所作的分类

。(3)基本商行为与附属商行为。这是依据商行为在同一营业

活动内引起商事关系发生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而进行的分类

。(4)纯然商行为与推定商行为。这是根据法律对商行为的不

同确认方式进行的分类。 五、商业登记的概念与特征  1商业

登记的概念  商业登记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向主管机关提

出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事主体资格申请，并被主管

机关核准予以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业登记

是申请人的申请登记行为和主管机关的审核登记注册行为相

结合的一种综合性行为，是国家是对商事活动实施法律调整

和进行宏观控制的必要手段和必要环节。 2商业登记的特征  

商业登记法律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1)商业登记的

基本目的在于为商事活动的参加人设立、变更或者终止商事

主体资格谋求法律确认。(2)商业登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带有公

法性质的行为。(3)商业登记行为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4)商

业登记是申请人依照法定程序，向法定商业登记主管机关申

请履行的行为。(5)商业登记是强化对商事主体的监督和控制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手段。 六、商业登记的意义和作用  

商业登记制度是社会公共权力对营利性主体的营业活动实施

管理的基础，是商法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不可或

缺的必要环节。商业登记作为国家管理商事主体活动的主要

手段，不仅可以赋予商事主体以合法资格，保障商事主体的

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维护交易



安全。具体说来商业登记主要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1)实

行商业登记是国家对商事主体的商事行为进行各种法律调整

的重要前提。(2)商业登记是国家对商事主体进行行政管理的

重要手段。(3)商业登记是商法维护商事主体的合法地位，保

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4)商业登记

是保障商事主体依法进行正常经营活动的必要形式。(5)商业

登记是维护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 七、商业登

记的效力  1商业登记对登记人的效力  对于商业企业经注册登

记后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已登记的事项与未登记的

事项对第三人各具有何种效力，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从我国

的规定来看，登记注册既是企业与经营单位取得法人资格的

前提条件，也是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与经营单位能够从事

商业经营活动的前提，法律禁止商业主体未经登记手续而进

行无照经营。 2商业登记对第三人的效力  商业登记及公告，

一方面可以使政府通过商业登记实现调整、监督、控制和保

护商业的职能，使相对方及社会公众通过商业登记了解商事

主体的营业状况、经营状况，以保护商业交易之安全。商业

登记的效力主要表现在，通过商业登记授予申请人商法上的

主体资格，同时也对第三人产生一定的效力。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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